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底，国家科技部公布第九批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认定名单，梁平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榜上有名。

“以技术创新支撑产业发展，建
成科技要素集聚高地、产业发展高
地。”梁平区农业农村委负责人介绍，
梁平从高校引进农业方面专门人才
和高层次农技人才20余人；四川农业
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在该区建立实
验基地，聘请陈学伟教授为梁平区水
稻产业首席专家。以良田为基础，融
合良种、良技、良机、良制，建设巴渝
米粮仓。

近年来，梁平区建成绿色水稻基
地20万亩、小麦良种繁育基地3000
亩，推广示范水稻绿色高质高效技术
51万亩次，围绕国家粮油现代农业产业园和国
家农业科技园区创建，推广稻油、稻菜、稻鸭、稻
鱼等轮作与立体综合种养5万亩。在全区建成
10个自动病虫害测报站，为粮食生产管理提供
智慧支撑。

现在，梁平稻米加工呈集群化发展，粮油产
业化龙头企业39家，年粮油及附产物加工能力
达70万吨，加工总产值达14.33亿元；年利用米
糠1.1万吨、碎米3.0万吨，生产米糠油、饲料以及
啤酒等产品，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增值效益。

近年来，梁平打造“万石耕春·丰味梁平”区
域农产品公用品牌，相继创建绿色农产品81个、
有机农产品5个、重庆名牌农产品10个。“高梁
山”“冷沙”“蟠龙”等高端大米产品已打入全国一
线城市，并出口非洲。2018年首届“三峡杯”重
庆十大好吃大米评选活动中，“高梁山有机米”

“冷沙米”“蟠龙大米”获第一名、第三名、第五名
的佳绩。

“全面综合开发，建设乡村振兴示范区。”梁平
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在促进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同
时，梁平将高标准农田项目建成区全部纳入乡村
振兴试验区和示范区打造，注重高标准农田建设
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相结合，建成城区至金带、一
环路至星桥镇两路村美丽乡村示范带，促进农村
宜居宜业；同时注重农文旅融合发展，建成市级田
园综合体和万石耕春景区，市级田园综合体内的

“中国地图”油菜基地成为网红自发打卡地。推进
“接二连三”融合发展，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丰收，在希望的田野上不断上演。万石耕春
上榜“2019年重庆十大最美乡村”，连续成功举
办长江三峡（梁平）晒秋节、“中国农民丰收节”
（重庆主会场），项目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全
区平均水平2000元以上，农民获得感、幸福感不
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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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梁平区星桥镇两路村2700
亩高标准农田一片金黄，轰隆的收割机声
拉开了秋收序幕，传唱着丰收的喜悦。

“今年平均亩产水稻550公斤！”两路
村党总支部书记杜江东介绍，过去，村里的
土地多是“补丁地”“巴掌田”，大型机械作
业难，农田设施不配套，灌溉设施缺乏，种
植费时费工。近年来，星桥镇推进高标准
农田建设，实现了水稻规模化、规范化、高
效化种植。他说，“实施千年良田工程，圆
了丰收梦。”

梁平幅员面积 1892 平方公里，耕地
130万亩，一直以来严守耕地红线和永久基
本农田底线，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

耕地“非粮化”，完成市里下达的95万亩基
本农田保护任务，确保“良田粮用”。

近年来，全区通过复垦、土地整治和高
标准农田建设，新增耕地2万余亩；查处违
法占用耕地挖塘建房67起，恢复耕地8000
余平方米，退出草皮、牧草用地2000余亩，
开发利用撂荒地3000余亩，全部用于粮食
和蔬菜生产。

据了解，梁平区大力实施“千年良田”
工程，统筹整合资金7.07亿元，在“两高两
铁”“318国道”“二环路”等沿线，集中连片
建成高标准农田30.13万亩，累计建成高标
准农田近66万亩。目前，2020年度高标准
农田建设任务已完成90%以上。

“建设西南丘陵山地高标准‘样板
田’。”梁平区农业农村委负责人介绍，实
施“千年良田”工程，一是按照宜机化、水
利化、生态化、园田化、规模化、标准化、
智能化“七化”要求，2020年在星桥镇和
龙门镇整村连片完成1万余亩“小并大、
短并长、陡变平、弯变直和互联互通”高
标准农田宜机化示范改造；同步连通灌
区至高标准农田项目区灌溉主管网，真
正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通过表土剥
离、挖高填低、熟土回填、增施有机底肥
等措施保障耕地地力。二是整合大农业
资金，安装太阳能杀虫灯、病虫害自动监
测系统、统施有机肥，实现绿色发展；整

合农村交通建设项目实施田间主干道路
油化、扩宽工程，全面打造旱涝保收、高
产稳产、生态良好的10万亩级高标准农
田示范区。

现在，大小不均的“巴掌田”变成5亩以
上条田或3亩以上梯田，耕地面积新增了
5%左右，亩均产量增加100斤左右，水稻全
程机械化率由85%提高到95%以上。

据悉，梁平区在完成66万亩高标准农
田建设的基础上，将整村整镇推进，集中连
片示范建设 10 万余亩高标准农田。到
2023年底，力争实现农科区内建成高标准
农田30万亩，稻田综合产值20亿元，柚类
综合产值10亿元。

梁平是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承担着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试点任务。早在2016
年，梁平在全国率先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
退出的改革试点，探索出“退零换整”和“定
制用地”两种模式。国家农业农村部在
2019年5月27日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夸

赞，这两种模式为有退出承包经营权意愿
的农民提供了规范、顺畅的退出通道，从根
本上解除土地对农村人口的束缚，促进新
型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

“改地与改革融合，疏通高标准农田建
设堵点。”梁平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要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必须深化农村改革。为
此，梁平区针对“小而散地块耕种难、少而低
效益种粮难”等农业现状，探索“农业合营
制”试点，统筹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与农村
改革工作，激发社会种粮积极性，有效破解
了“谁来种地、怎么种地”的问题。

首先，梁平区完成了76万名农民农村
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让农民吃上定
心丸，为开展土地经营权流转、完善补贴政
策等提供了重要依据；其次，创新由集体经
济组织采取村民委托预流转或牵头组建土
地股份合作社等方式，集合农户承包土地
经营权，实行统一管理和经营，化解了高标
准农田建设改前如何集聚田块、改后如何
理清权属和高效利用等难题；第三是融合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将改造后的高标准农
田经营权整合成优势资源，统一对外出租
或合股经营。

系列的农业农村改革，激活了建设农
业现代化的活力，实现了农户从“要我改、

不愿改”变成“我要改、争着改”的巨大转
变，让过去无人问津的农田变成“抢着要”
的香饽饽。

“不仅是激发农民种粮积极性，还要发
挥国有市场主体支撑主导作用。”梁平区探
索“建管护”一体化新机制，将新改造的高
标准农田所形成的资产划转给区属国有农
业公司梁都集团公司，协同所在村集体经
济组织加强日常管护；同时持续深化财政
资金的使用和改革，用好农口资金，提高资
金使用效率，落实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切实
保护好农民种粮利益，体现谁种地补贴谁，
提升种粮效益和积极性。

据统计，近年来，梁平累计投入资金8
亿元用于粮食产业发展，种粮大户每亩获
得补贴高于一般农户80元；出资2.04亿元
成立梁平兴农担保公司和入股重庆农业担
保集团，解决粮食经营主体贷款问题，设立
贷款风险补偿基金1000万元，为3万余户
农户、100余家企业提供水稻种植、水稻制
种等保险支持。

去年12月6日，一场特殊的招投标会在
梁平区星桥镇两路村公共服务中心举行。
27位种粮大户以竞标的方式公开竞争两路
村2700余亩高标准农田土地的经营权。

农田标准化、经营集约化与粮食“价稳
销顺”特性，激发了新农人种粮积极性。最
后，经过激烈竞争，4位种粮大户中标，获得
农田5年经营权，邓中就是其中一位。邓中
30岁出头，2012年辞去高校教师的“铁饭
碗”，返回梁平老家种水稻。

近10年耕耘，邓中水稻种植面积累计
达1万余亩。2017年，他又组建起“田保姆”
农业服务队，帮助种粮户对水稻种植进行全
程机械化作业。目前，邓中的水稻合作社共
为3000多户农户1.3万余人提供水稻社会
化服务。

现在，作为区政协委员，邓中先后提交
《关于农村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试点的建
议》《关于推动梁平智慧农业的建议》等提
案，建议发展智慧农业，促进农文旅融合发
展。

“稻田里走来大批像邓中一样的新农
人。”梁平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围绕“谁来种
粮、怎么种粮”关键问题，梁平配套项目支
撑、融资服务、技术保障、社会化服务等支持

政策，吸引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
会管理的新农人投身农业，带动小农户进入
现代农业轨道，培育壮大种粮队伍，带动粮
食产业发展，带领农民增收致富。

44岁的蒋丽英曾在重庆主城开办了4
家美容美发店。2009年，她返乡创业创办
了重庆田中秧农产品股份合作社，将最新的
无人机飞播技术应用到水稻种植中，并为
5.5万亩稻田的耕地、播种、收割等进行“一
站式”水稻社会化服务。

2019年，《全程保姆式托管让农民当
“甩手掌柜”》入选全国社会化服务20个案
例之一。蒋丽英也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全国
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等荣誉称号。

截至目前，梁平区有粮食类家庭农场76
家、农民合作社32家、粮食类社会化服务组
织142家，全区土地流转率、规模经营率分
别达52%、45%，优质良种率、高产技术覆盖
率达到100％，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
95%以上，居重庆市第一。

正因为有了邓中、蒋丽英等大批的新农
人，梁平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得以顺利实施，
全区建成万亩有机稻基地1个、万亩绿色水
稻基地2个，全区粮食播种面积突破100万
亩，水稻产量常年保持在35万吨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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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山镇猎神村，村民正在院坝翻晒玉米 摄/张常伟

重庆上口佳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忙碌的豆干自动传送带 摄/熊伟
重庆数谷农场人工光源即采即食馆，工人在查

看培育架上生菜的生长情况 摄/刘辉

成片稻田翻金浪，丰收在望 摄/刘辉

11特2021年9月23日 星期四
责编 屈茸 王萃 美编 王睿庆丰收庆丰收感党恩感党恩 聚焦重庆市2021年“中国农民丰收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