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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平原自古有‘天府之国’的美称，要严守耕地红线，保护好这片产粮宝地，把粮食生产抓紧抓牢，在
新时代打造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

——2022年6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眉山市东坡区太和镇永丰村考察调研时强调

6月的眉山市东坡区太
和镇永丰村，稻浪随风翻
涌，与观光道上熙熙攘攘的
游人、“丰收里”综合服务中
心的茶香笑语，以及远处飞
驰而过的高铁列车，共同勾勒
出一幅生机勃勃的现代乡村
图景。这动人的画面，正是3
年前那个夏日播撒下的希望
种子，破土绽放的模样。

2022年6月8日，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永丰村考察调
研，于田埂间殷殷嘱托：成
都平原自古有“天府之国”
的美称，要严守耕地红线，
保护好这片产粮宝地，把
粮食生产抓紧抓牢，在新
时代打造更高水平的“天
府粮仓”。

自此，永丰村以这一
嘱托为指引，踏上了蜕变
之路。

3年时光流转，永丰村
既有“水稻依然翠绿，荷花
年年盛放”的不变，更有日
新月异的变化——田间道
上人流如织、“丰收里”综合
服务中心拔地而起、科技小
院专家常驻指导……6月5
日，东坡创客“新农人”小院
也正式揭牌成立。

这些改变还具象化为
亮眼的数据：水稻总产突破
4600吨，村集体经济收入增
长超300%，2023年人均可支
配收入增至3.12万元……

变化，就凝结在这片希
望的田野上。

永丰之变，根在土地。
站在田边眺望，高标准

农田的规整风貌尽收眼底：
田块齐整如方，道路纵横相
连，沟渠畅通无阻，就连田
埂拐角都精心修成圆弧
状。回忆往昔，村民们感慨
万千：“20多年前，这里虽然
地势平整，但土地零散不成
片，和现在完全没法比。”如
今，经过持续推进高标准农
田建设，以及2023年的新
一轮提标改造，昔日零碎的

“块块田”已华丽转身为千
亩沃野良田。

这份转变背后，是永丰
村对耕地保护的坚定决心
和有力行动。3年间，村里
通过农房腾退、园地退出和
林盘整理，新增240余亩耕

地并全部种上粮食，确保粮
食种植面积稳固在6000
亩。与此同时，四川全面推
行的“田长制”，构建起省、
市、县、乡、村五级责任体系，
让每一寸土地都有了专属守
护者，切实保障良田粮用。

作为村级“田长”，永丰
村党委书记李雪平每周巡
田里程近10公里，手机上的
巡田APP记录着他守护土
地的每一步。村里创新构
建的“田长+副田长+四员”
包片联户机制，更是让耕地
撂荒、乱占现象实现“零发
生”。此外，“高标准农田工
程质量养护综合保险”的引
入，为良田系上“安全带”，
也为永丰的丰收奠定了坚
实基础。

2024年，永丰村喜迎丰收，粮
食产量超4600吨，最高亩产达863
公斤。这份丰收佳绩，不仅得益于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更离不开良
种、良法、良机的助力。早在20多
年前，四川农业大学教授马均便看
中永丰村的优势，来到这里搞示范
试验，后来全省最大的水稻新品种
新技术中试基地也落户于此。
2023年6月，在中国农村专业技术
协会的支持下，永丰水稻科技小院
落成，成为现代化农业的“智慧大
脑”。

多年来，马均团队在这片土地
上累计测试600多个品种，成功筛
选出30多个良品并推广至全省。
马均说：“今年我们收集了70多个

优良品种，计划筛选出2到3个，再
配合新技术，实现水稻高产、优质、
高效。”

中试通过的优秀品种，多由种
粮大户王元威率先试种。自2002
年流转土地，他种植的面积已达
3000多亩，其中包括1500亩水稻
中试基地。“我种的都是试验成熟
品种，亩产很高。”

去年，王元威投入30多万元引
入育秧流水线和码盘机械臂，实现
育秧全自动化。他的儿子王海聪
大学农学专业毕业后返乡，成为

“00后”新农人，凭借智能化操作，
一人就能管理1500亩田。

“科技，就是第一生产力啊。”
“老农人”王元威感慨道。

2023年初，永丰村一纸“乡村
CEO”招聘令引发全国关注，时年
36岁的邓凯脱颖而出，为村里注入
全新的市场思维。在他的带领下，
永丰村集体经济联合社建立“三司
两社”架构，深挖“米文章”。以“永
丰大米”为核心，米露、米乳、米酒
等“米+”系列产品备受青睐，“永丰
五宝”成为游客热门伴手礼。今
年，“米+”产业再升级，形成“永丰
八宝”产品矩阵。邓凯兴奋地介
绍：“永丰大米销售火爆，已售出超
200吨，近期通过与顶流直播平台
合作，单日销售额近100万元。”

机制革新推动发展提速，永丰

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沿着培育“新农
人”、研发新产品、打造新场景、丰富
新业态的“四新”路径稳步前行。村
集体经济收入实现跨越式增长：
2022年50万元，2023年突破100万
元，2024年跃升至203万元。如今，
农田观光道、车行小环线、农耕研学
课程等农旅项目，让田园变身公园，
月均接待游客超2万人次。

乡村的蓬勃发展，吸引着外地
人纷至沓来，也让不少本地人选择
返乡。25岁的张澳退役后毅然返回
家乡，从讲解员逐步成长为“村播”，
负责直播带货永丰农特产品。他说：

“家乡越来越好，农村也大有可为。”

守好“饭碗田”
高标准农田建设夯实产粮根基

种好“科技田”
良种良法良机助推粮食稳产增产

做强“产业链”
三产融合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王越欣 李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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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聪在田边操作无人机。侯建明 摄

东坡创客“新农人”小院。
图据东坡区融媒体中心

“永丰八宝”深受游客喜爱。
图据东坡区融媒体中心

李雪平在田间查看。
图据东坡区融媒体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