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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姚金帮） 3 月17 日
上午，“乡村振兴 艺术赋能”严昭裕

《红苕印象》书画巡回展（德阳站）在市
文化艺术中心开展。当天下午，市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国际出席作品研讨
座谈会。

据了解，本次展览由中共德阳
市委宣传部、德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指导，中国文化馆协会书法委员会、
四川省文化馆、四川广播电视台四川
乡村频道主办，德阳市书法家协会、德
阳市美术家协会承办。本次展览以

《红苕印象》为主题，共展出82件作品
（书法、美术作品各41件），作品以《春-
生》《夏-耘》《秋-兴》《冬-藏》四个展区
进行呈现。本次展览还设立各大地标

农产品展示区供观众了解农耕文化。
展览现场，一幅幅艺术个性特色

鲜明的优秀书画作品打动了众多书画
爱好者，他们表示，作品“接地气”与艺
术性兼具，主旋律与多样化并重，历史
文化与现代文化相融，具有强烈的思
想亲和力、精神凝聚力、视觉冲击力和
艺术感染力。

据介绍，严昭裕是中国书法家协
会会员、四川省文化馆专家办公室主
任、四川乡情国画院名誉院长。此次
他用笔墨描述乡村四季中最美好的朝
夕良辰故事，以多种面貌和形态展现
乡村的根和故乡的魂，带给德阳市民
一场别具一格的文化大餐。据了解，
本次展览将持续至4月5日左右。

严昭裕《红苕印象》
书画巡回展（德阳站）开展

本报讯（记者 曾可嘉） 3 月17 日
上午，由奥地利驻广州总领事馆商务
领事、代馆长兼奥地利驻成都总领事
馆商务处负责人穆娥女士率领的奥
地利商务代表团到德阳考察，并与
我市有关部门及企业展开座谈交流。
副市长卿伟出席座谈交流会并讲话。

在座谈交流会上，穆娥女士介绍
了此次考察交流的情况。播放了德阳
城市宣传片，出席会议的双方企业代
表对各自企业的情况进行了介绍并作
交流发言。

卿伟在讲话中对奥地利商务代表
团表示欢迎。他表示，疫情后奥地利
商务代表团首次出访德阳，也是德阳
今年接待的首个外国商务代表团，充
分体现了双方的深情厚谊。奥地利和
德阳两地合作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通过穆娥女士为两地搭建友谊的桥
梁，增进互通互信，碰撞新的“火花”，
让更多企业家朋友走进德阳、关注德
阳。卿伟还邀请穆娥女士、奥地利商
务代表团的企业家参加我市今年举办
的第二届世界清洁能源装备大会。

奥地利商务代表团
到德阳考察交流

本报讯（通讯员 刘鑫 记者 姚金
帮） 3月17日下午，德阳经开区召开传
达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大会。德阳
经开区党工委书记冯军主持会议并讲
话，德阳经开区管委会主任廖立新出
席并传达全国两会精神。

会议强调，全区上下要把学习宣
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
务，迅速掀起学习宣传热潮。迅速组
织传达学习，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加强
对全国两会精神的学习理解。精心开

展宣传宣讲，大力宣传全国两会的重
要意义和重大成果。不折不扣贯彻落
实，各部门要认真研究、积极争取，推
动学习宣传贯彻工作在德阳经开区走
深走实、开花结果。

会议要求，全区上下要把党的政
治建设摆在首位，始终同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努
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为全面建设现
代化一流国家级经开区，助力德阳早
日“重返前三”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德阳经开区传达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

为德阳早日“重返前三”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报讯（记者 邱洁） 日前，市安
全生产委员会印发《德阳市有限空间
作业安全在线监测预警系统建设工作
方案》的通知，将在全市范围内积极、
稳妥推进有限空间作业安全在线监测
预警系统（以下简称“预警系统”）建
设，努力实现有限空间作业信息化、自
动化、可视化技术等互联网+安全生产
技术应用，不断优化工作机制和管理
制度。

有限空间是指封闭或半封闭，与
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狭窄，作业人员
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通风不良，易造
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或者
缺氧的空间。近年来，有限空间作业
成为了各行业高风险点，有限空间事
故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带来
严重威胁。为遏制有限空间事故，我
市在人防、物防的基础上引入技防措
施——“有限空间在线监测预警系

统”，通过强化互联网+安全生产技术
的应用，抓牢有限空间作业相关重点
行业领域和关键环节，提升有限空间
作业场所安全防范能力。

据悉，预警系统主要借助移动互
联网、物联网感知技术，升级改造有限
空间场所安全设施设备，安装有毒有
害气体在线监测系统，基本实现硫化
氢、一氧化碳、氧气、可燃气体等有毒
有害气体实时监测，探索建立有限空
间作业安全在线监控、在线审批、非法
进入报警、SOS应急管理模式，实现有
限空间风险感知、汇聚决策、处置、反
馈全流程闭环管理工作机制。

市安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
全市有限空间作业安全在线监测预警
系统建设正稳步推进中，力争在 2023
年6 月底前全市所有有限空间企业实
现信息化在线监管，全面提升有限空
间作业人防、技防、物防水平。

建设在线监测预警系统
提升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水平

本报讯（记者 张嵘） 近日，由市
老龄健康服务中心、市老年大学联合
举办的“德阳市老年健康讲堂”在德阳
市老年大学正式开班。这一“讲堂”的
举办，旨在进一步满足广大老年人对
疾病预防和保健知识的需求，改变因
不良饮食与生活习惯造成的多种慢性
疾病对老年人身心健康的严重危害。

2022年，受市卫健委委托，市老龄
健康服务中心与成都中医药大学联合
开展了“德阳市 65 岁以上老年人健康
状况及危险因素调查”课题的调查研
究，发现老年慢性病、不良生活方式
等是德阳老年群体普遍存在的健康
短板和健康隐患。为深入贯彻新时

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满足广大老
年人对疾病预防和保健知识需求，推
进“健康德阳”建设，市老龄健康服务
中心与市老年大学决定合作开办“德
阳市老年健康讲堂”。讲堂将持续到
今年底。

据介绍，“德阳市老年健康讲堂”
将邀请医疗保健专家授课，除市老年
大学外，还将选择在机关、社区等轮流
举办，推动老年健康知识进学校、进社
区、进单位、进机构，通过以点带面，在
全市老年群体中形成“懂健康知识，做
健康老人”的良好氛围，把“德阳市老
年健康讲堂”办成德阳老龄健康服务
的品牌。

“德阳市老年健康讲堂”正式开班

守住耕地保护红线 向土地要粮保障粮食安全

地之不存，粮将焉附？耕地，是
粮食生产的“命根子”。

德阳深挖土地潜力，在向土地
要粮方面下大功夫，千方百计夯实
粮食生产能力，不仅守住耕地的

“量”，还要改善耕地的“质”。
在中江县广福镇铜山村，一块

块耕地井然有序，放眼望去是一大
片良田，很难想象去年这里还是杂
草丛生的景象。“去年以来，我们村
复耕面积达到200多亩。”铜山村党
支部副书记张辉富对新一年的农业
生产充满了信心，“我们已开垦出村

上 80%的撂荒地，这些土地是村上
农村产业发展的重要资源，盘活土
地资源，才能确保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

耕地保不住，粮食生产就无从
谈起，要坚决遏制“非农化”、有效防
止“非粮化”。我市严格实行耕地保
护党政同责，坚决落实“长牙齿”的
耕地保护措施。守牢耕地保护红
线，建立市县乡村“四级”田长制，出
台“1+4+1”“非农化”“非粮化”、撂
荒闲置土地问题整改工作方案，开
展耕地保护专项督查整治行动，确

保良田姓粮、农田姓农。
今年，全市通过签订目标责任

书和落实好田长制压实耕地保护责
任，并在前不久召开的市委农村工
作会议上提出，重点是要以“管好
田、建好田、种好田、护好田、盘好
田”为目标，构建市、县、乡、村四级
田长制责任体系并实质化运转，把
责任压实，确保每个地块都有人守
护，不丢一分、不少一寸。同时，要
强化耕地用途管控，重点抓好耕地
进出平衡、占补平衡、“非农化”“非
粮化”等四个方面的工作。

下好“先手棋”高标准建成“天府良田”

守住耕地的“量”，“质”怎么提
升？德阳把高标准农田建设作为主
要抓手，下好“先手棋”，高标准建成

“天府良田”。
中江县龙台镇双寨村、金鱼村、

顺风村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现场热
火朝天，40 余台挖掘机振臂挥舞，
100 余名工人争分夺秒，抢抓施工
进度，土地整理、沟渠建设等工程有
条不紊地加快进行着……

“今年4月底项目要全面竣工，
时间紧、任务重。”龙台镇乡村振兴
服务中心主任纪国忠介绍道，项目
建成后，龙台镇将形成路相通、渠相
连、旱能浇、涝能排，基础设施配套
齐备的高标准农田，有力实现粮食
生产提质增效，为保障粮食安全和
推进乡村振兴作出贡献。

这只是我市高标准农田建设的
一个缩影。目前，我市各地抢抓施
工黄金期，实行倒排工期、挂图作
战，加快项目建设进度，探索 EPC

工程总承包模式，加强项目统筹和
协同运作，大大缩短了施工周期。
截至目前已建成11.74万亩，建设进
度达67.45%，力争5月底全面完成，
确保不误农时，为大春生产奠定坚
实基础。

建设好高标准农田，让靠天吃
饭的庄稼地能有效对抗“旱涝夹
击”，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

在什邡市马祖镇复兴村，一块
块农田平坦整齐，绿油油的麦田一
望无际。“农田通经过良后，现在可
以采用现代机械进行耕作，也可以
实现高效灌溉。”当地一家家庭农场
负责人王小波说，他承包的1800余
亩农田在去年实施了高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后，更利于机械化作业、精准
灌溉，进一步提高了粮食产量。

高标准农田建成后，如何保证
农田高产，提升管护水平？德阳在
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方面有了新
探索。

我市积极探索高标准农田建后
管护保险模式，今年在广汉市、什邡
市、罗江区等地开展高标准农田建
后管护保险试点，引入“保险+服
务”机制，全省首单“农田IDI”试点
落地我市，进一步提升全市高标准
农田建后管护水平。

“智能化”不断扎牢耕地保护“篱
笆”。旌阳区依托数字农业建设基
础，构建“耕地基础信息一张图”，完
成全区高标准农田的数字建模、编
码，实现对高标准农田的在线实时跟
踪管护，严防高标准农田“非粮化”

“非农化”以及撂荒，确保良田粮用。
据介绍，德阳在永久基本农田

中已建成高标准农田212.5万亩、占
比 73.6%，居全省首位。今年德阳
将新建高标准农田17.4万亩，并有
针对性地补齐灌溉排水、地力提升
等短板，集中连片、规模推进“天府
良田”建设，确保建一片、成一片、用
好一片。

治“荒”有良方 昔日荒山变沃土良田

撂荒地整治也是稳定粮食面
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抓手。
我市聚焦粮食安全战略，加强耕
地宜机化改造，持续提升农业现
代化水平，坚决守住耕地保护红
线和粮食安全底线，确保粮食生
产“只增不减”。

在中江县永太镇长河村，大地
犹如铺就了五彩斑斓的地毯，黄灿
灿的油菜花开得正艳，绿油油的小
麦长势喜人。然而，让人难以置信
的是，在 2021 年之前，这里还是一
片杂草丛生的荒芜景象。

改 变 源 自 2021 年 11 月 ，“90
后”新农人常滔流转了约1313亩荒
地，并实施了宜机化改造。“小改大、
坡改缓、弯改直”。常韬的这片区域
主要用来进行油菜、小麦以及大豆
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等，由四川农业
大学的专家提供技术指导，大大提

升了土地的利用率和作物的产量。
中江县 2022 年粮食产量 80.3

万吨，连续 16 年成为“全省产粮第
一大县”。但是，中江地处川中丘陵
地带，山丘多、地势不平，大中型农
机难以下地。

“宜机化改造后，现在这里农业
机械通达率达到100%，实现全程机
械化生产。”中江县农业农村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当地通过引导农户自
行复耕复种，引进业主大户、新型经
营主体治理，村集体组织统一包干
等多种方式不断促进撂荒地治理，
并给予相应补助。

同样，旌阳区以整治撂荒地为
突破口，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促成
当地撂荒地化零为整、连点成片，形
成便于规模化、机械化作业的大片
土地。“这里之前是一片撂荒地，现
在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在旌阳

区黄许镇仙桥村，德阳市旌阳区杨
虎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廷虎土
地复耕后，今年产出1.5万斤大豆和
5万斤玉米。

近年来，全市有序推进耕地恢
复，各地切实有效解决耕地撂荒问
题，多措并举，让“沉睡地”变“致富
田”。我市出台《德阳市整治农户承
包耕地撂荒及优化改造“非粮化”农
业种植园地十条措施》，鼓励支持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从事粮油生产，兑现
开荒种粮、腾退种粮等补助政策，全
市6.84万亩撂荒耕地实现全面清零，
优化改造农业种植园地3.35万亩。

春光无限，犁铧耕作。放眼孕
育丰收的广袤大地，为守好沃土良
田，德阳将持续筑牢天府粮仓“耕”
基，打造更高水平“天府粮仓”，把

“中国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的底
气不断增强。

建好天府良田建好天府良田
守牢守牢““天府粮仓天府粮仓””

春风乍起，暖
意盎然。眼下正是
春耕时节，万物在
春色中次第“耕”
新，一幅“人耕大
地，春生万物”的春
耕图正在我市各地
徐徐绘就。

在旌阳区新中
镇的旌秀桂花智慧
农业产业园，无人
旋耕机正按照程序
进行春耕作业；中
江县黄鹿镇连片油
菜花蔚然成海，漾
起层层金色波浪，
不远处，无人机正
在巡田管护；罗江
区 鄢 家 镇 回 龙 场
村，高标准农田项
目建设现场热火朝
天，工人、挖掘机齐
上阵，在平整成型
的农田边进行田坎
护坡作业……

建 好 天 府 良
田，才有“天府粮
仓”。近年来，位于

“天府粮仓”核心区
的德阳始终把粮食
生 产 作 为 头 等 大
事，守住粮食生产
的“命根子”，守牢
耕地保护红线，全
力高效推进良田建
设，在全省率先推
行高标准农田建设
工程质量潜在缺陷
责任保险机制，在
永久基本农田中建
成 高 标 准 农 田
212.5 万 亩 、占 比
73.6% ，居 全 省 第
一；2022 年，实施

“五良融合”宜机
化 改 造 3.5 万 亩 ，
整 治 清 零 撂 荒 耕
地 6.84 万亩，优化
改 造 农 业 种 植 园
地3.35万亩。

本报记者 刘倩
实习生 刘新月

我市着力补齐农业基础设施短板,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
建设，筑牢天府粮仓“耕”基。 本报记者 付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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