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眼下，正值春耕备耕的关键时期。连日来，在
旌阳区和新镇英雄岭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增
发国债）施工现场，几台挖掘机正忙碌地伸出“长
手臂”加紧作业，平整土地、修整地块、除埂填沟，
一块块高标准农田初见雏形。

建设高标准农田，关系着国家粮食安全，是贯
彻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推动农业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举措，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战略。据
悉，2024年，旌阳区计划实施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
4.1 万亩，进一步提升耕地质量，筑牢天府粮仓

“耕”基。
“今年，英雄岭村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1201

亩，目前现场有4台挖掘机进行旱地整理，将小
田改成大田，预计今年 12 月主体工程全部完
工。”施工现场，旌阳区 2024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
项目施工负责人刘随兵说，高标准农田建好后，
将有利于规模化种植小麦、玉米、大豆等粮油作
物，全程可实现机耕机收。

高标准农田改造不仅实现了田块互联互通，
还实现了水网、田网、路网相连相通，在满足机械
化耕种、节省成本的同时又提高了粮食产量，实
现耕地质和量的双提升。

据悉，项目建成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
态效益显著。其中，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增发
国债）预计每年可新增粮食生产能力 101 万公
斤，新增油料生产能力18万公斤，新增种植业产
值421万元，农民每年纯收入增加总额达到541
万元。

“高标准农田建成后，主要方便群众耕种，助
力粮食增产增收，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以玉米
为例，每亩有望收获1100余斤，比传统农田增收
10%左右。”英雄岭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廖
乾述站在一旁的田埂上高兴地说道。

今年，旌阳区计划实施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
主要分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增发国债）和2024
年中央预算内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项目，主要实
施内容包括田块整治、土壤培肥、整治排灌渠系和
田间道路。其中，在双东镇八佛村、金锣桥村、凯

江村、钻石村，德新镇龙泉村、胜利村，和新镇英雄
岭村、福兴村共3镇8村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2.5
万亩。在新中镇龙居村、白河村、尖山村，柏隆镇
隆兴桥村、清和村共2镇5村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
1.6万亩。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国家巩固和提高粮食生
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一项重要举措。“我
们在高标准农田项目实施完成后，有针对性地采
取秸秆还田、土壤改良以及施有机肥等一系列措
施，进一步提升耕地质量，让粮食综合产能提升
10%以上。”旌阳区农业农村局农田建设管理股工
作人员说，通过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让丘陵山
区的耕地得到进一步的改善，让“粮田”真正变成
良田。

文/图 本报记者 刘倩 实习生 邓佳仪

旌阳区计划改造提升超4万亩高标准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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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正值小麦春管关键期，也是病虫害高发期。连日
来，绵竹市各种植大户抢抓晴好天气，深入田间地头，利用植
保无人机开展小麦病虫害飞防作业，助力春季田间管理，确
保小麦稳产增收。

近日，在富新镇贵丰家庭农场里，连片的麦田绿意盎然，
长势喜人。农场主江国平正在进行农药配比与无人机起飞
前的准备工作。伴随着螺旋桨的轰鸣声，两台植保无人机腾
空而起，在麦田上空来回穿梭，将雾化的农药均匀喷洒在田
间麦苗上。不到半天，上百亩麦田便喷洒完毕。

“使用植保无人机飞防作业，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
施药更加精准，防治效果大幅提升，同时大大节约了人工成
本。”江国平在当地流转了700余亩土地，种植小麦和水稻，每
到田间管理关键时期，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人力。如今，使
用植保无人机进行春管，每台每天可飞防200余亩小麦。除
了喷药外，植保无人机还能播种、施肥，实用性能极佳。

“我们农场有5台植保无人机，除了自用外，还对外提供社
会化服务。近期主要是防治小麦赤霉病、条锈病以及白粉病
等，预计到4月中旬，可飞防作业1.5万亩。”江国平说。

调配农药、放置水泵、预设播撒区域……在什地镇绵河
村，伴随着急速的“嗡嗡”声，一架无人机在麦田里来回穿梭，
旋翼下巨大的气流推动农药雾流均匀散开，为小麦春季病虫
害防治送去了“及时雨”。技术人员站在田埂上，仔细查看麦
苗生长情况，并就小麦除草施肥、病虫害预防等与种植大户
进行交流指导。

“今天我们组织了5架植保无人机，在什地镇及周边开
展小麦病虫害防治，主要是向当地种植大户提供社会化服
务，同时解决零散田地以及农村老人麦田病虫害防治难题。”
绵竹胤呈植保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刘永生介绍，自今年3月中
旬开始，合作社防治面积已达到4000亩，到4月防治面积预
计达到1.5万亩，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区域农业实现机械化、便
捷化、高效化。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无人机喷药施肥已成为农田管理
的新模式。高效率的作业让农户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
出来，享受到了科技带来的便利。

“目前，绵竹植保无人机用量已经达到180余台，病虫害
防治达到了30余万亩次。”绵竹市农业农村局植保站有关人
员说，他们将继续按照“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充
分发挥农技专家的作用，深入田间地头，督促指导种植主体抢
抓晴好天气，对该市小麦病虫害情况进行监测预报以及田间
管护，保证夏季小麦丰产丰收。 文/图 通讯员 周韵 尹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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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光明媚的时节里，不仅有春耕春种的忙
碌，也有采摘收获的喜悦。近日，中江县积金镇
田丰村80余亩丹参喜迎采摘，田间地头一派丰收
的景象。

“快看，这颗有点大哦，怕是有4斤重！”“今年长
得都还不错，小的也有两三斤。”3月正是中药材丹参
成熟的时节，积金镇田丰村丹参产业基地药香四溢，
一排排丹参长满田埂。村民们聚在一起，手拿钉耙、
剪刀等工具低头忙碌，在他们的巧手之下，挖参、去
土、拆解等步骤紧密顺畅地进行着，一颗颗硕大的丹
参很快就分装完毕。

“我们种的是正宗的中江丹参，不仅根条粗壮、
肉质肥厚，而且没有木心，药质含量高、药味浓厚。”
丰收动人心，产业基地负责人唐长青特别高兴。他
开心地对记者说，“中江丹参的质量非常好，市场需
求量大，不担心销售问题。我们计划今年继续扩大
种植面积，同时新增一个晾晒场，扎根积金镇，把丹
参产业做大做强。”

28岁的唐长青是地地道道的中江人。2021年，
他毅然辞去上海优渥的工作回到家乡，扎根在中江的
土地里。

返乡创业并不轻松。唐长青刚接触丹参种植时
困难重重，2022年和2023年收成很不理想，但他没

有气馁，不断学习相关种植技术、总结实践中的问题
错误。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唐长青的细心呵护下，
2024年丹参终于迎来产量暴涨。

据唐长青介绍，该产业基地种有丹参80亩，
亩产达1200公斤，总产值超过56万元，产量相较
去年提升超过70%，迎来大丰收。

村民龚海英同样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基地
收成好，大家都高兴！现在我们能就近工作赚钱、
收土地流转金，生活越来越轻松了。希望基地能越
做越好，带大家一起长久增收。”

田丰村的丹参种植，是积金镇坚持“2+2”产业
发展、坚持稳定农业产业基础的缩影。在无微不
至的服务与大力的帮助扶持下，该产业基地逐渐
站稳脚跟。2023年，基地发放劳务费15万元、土
地流转金3.6万元，切实为周边群众提供了就近的
务工岗位和良好的收入保障。

“接下来，我镇将持续夯实产业支撑，建立粮
食+产业为核心，蔬菜、药材等特色产业共同发展
的格局，持续用力补农田水利设施短板，不断提
高土地利用率和经济效益，广泛育纳人才、扶持
本土优秀青年返乡创业，为乡村振兴事业贡献积
金力量。”积金镇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王强说
道。 本报记者 徐皓

积金丹参丰收了 当地村民笑开颜

本报讯 近日，罗江区迎来了一场充满活力与激
情的盛事—“悦动三月 追梦白马”2024年白马关青春
跑定向赛。这是一场集运动娱乐、文艺表演、美食品
尝与趣味探索于一体的户外春日盛会。

据了解，本次青春定向赛的比赛主题为“悦动三月 追
梦白马”，设有成年男子和女子组以及亲子组，成人组比赛
路线从白马关镇共富农事服务中心延伸至白马关东篱南
山小球练习场入口处，折返全程6公里。

随着一声清脆的发令枪响，成人组选手从白马关
镇共富农事服务中心正式开跑。成人组比赛结束后，
亲子组比赛也拉开了帷幕，亲子组路程缩短为1公里
往返跑。

当选手们驰骋在赛道上时，在活动主会场，一场热
闹非凡的文艺演出正火热进行，《旗鼓秀》《鼓乐表演》等
精彩节目轮番上演，现场载歌载舞，热闹非凡。比赛结
束后，还举行了颁奖仪式，为定向赛优胜者颁奖。

据了解，本次青春跑定向赛期间，还举行了奇
趣寻宝、春光坝坝宴等系列活动。选手们在观赏白
马关的自然风光时，还可以体验充满趣味的情景式
寻宝之旅；在文化互动区，体验各种文化活动互动
小游戏，如蹴鞠、投壶等；在三国文化街区，品春光
坝坝茶，尝罗江特色小吃，感受好吃的调元菜系。

近年来，罗江区大力实施“文旅活区”战略，通过
举办各类文化活动、旅游节庆，加强文化和旅游资源
的整合，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旅游产品和线路。
截至目前，先后打造白马关景区1号路、慧广路等旅游
环线，建成了以“古蜀三国文化＋运动休闲＋体育赛
事”有机相融的西部户外运动基地，有力推动了体育、
旅游事业的发展，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强劲动
力。 洪意 刘静

罗江：
2024年白马关青春跑
定向赛开跑

本报讯（记者 陈晓霞 通讯员 唐妮）清明节来临
之际，在绵竹市马尾河生态公园，一场“行风建设月”文
明祭祀宣传“一纸风筝寄哀思”主题活动正在举行。孩
子们通过放飞风筝的方式表达对亲人的思念，倡导绿
色低碳的祭扫新风。

“天地重孝孝当先，一个孝字全家安……”活动中，
在社工的带领下，来自绵竹市大西街小学的学生们诵
读了《百孝经》，稚嫩清脆的童声传递出孩子们孝顺长
辈的决心。随后，社工向孩子们介绍了清明节放飞风
筝的含义，大家纷纷在风筝飘带上写下一句句思念亲
人的诗词，将满含深情的祝福和哀思，通过放飞风筝的
方式进行表达，进一步践行了文明、绿色的祭祀新风。

“清明节放风筝寄托了人们祈福消灾的美好期
待。”绵竹市民政局相关工作人员说，此次活动旨在让
孩子们更加深入地理解和接受文明、节俭、绿色、安全
的清明祭扫方式和生态理念，也通过“小手拉大手”的
方式，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文明祭祀中来，让清明更加清
新和文明。

据了解，近段时间，绵竹市大力倡导网络祭扫、鲜
花祭扫、踏青遥祭、植树缅怀等文明低碳祭扫方式，积
极组织集体共祭、社区公祭、家庭追思等现代追思活
动，引导市民自觉将追思缅怀先人与弘扬优良家教家
风结合起来，做到理性追思、文明祭扫。

绵竹：
“一纸风筝寄哀思”
倡导文明祭祀

（上接第一版）
文章指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人民是

决定性力量。必须坚持全体人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
共同享有，紧紧依靠全体人民和衷共济、共襄大业。要
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
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充
分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贯彻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
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推进全体
人民共同富裕上不断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不
断巩固发展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
结，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的磅礴力量。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文章《必须坚持人民至上》

（上接第一版）深入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三年行动，确保
年内再新建成9个邮票公园、新开放公园绿地再增长
20万平方米以上、创成5个省级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
范村，力争在全省率先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
经验。坚决实干聚民心，围绕提升群众幸福指数，常
态化抓好涉稳信访积案化解，高位推动安全生产能力
提升，统筹做实防灾减灾各项工作，确保安全事故起
数、死亡人数“双下降”40%以上，平安建设满意度测
评、党风廉政建设、公安社会化评价继续排名德阳前
列、入围全省一流。

三是“直济沧海”，以最佳状态大抓落实。什邡将
把抓执行、抓落实作为重大政治责任，以“大抓落实
年”行动为抓手，突出以干成之事评价干事之人导向，
持续推动各单位（部门）“舍我其谁”当标杆、“当仁不
让”作示范，着力提升干部队伍“抓一件是一件，干一
件成一件”的能力，确保案无积卷、事不过夜，立说立
行、日清日结，坚决推动市委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落实、
终端见效。

加压奋进 勇争一流
以一刻不停的攻坚态势
全面冲刺全国百强县

让“粮田”变良田

无人机开展飞防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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