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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位一体破难题 三方共赢建“高标”
市农业农村局 赵倩

我市聚焦“钱从哪里来”“项目如何建”“设施如何管”“风险如
何控”等核心问题，按照“融资与还款闭环设计、建设与运营一体谋
划、使用与管护无缝对接、数量与质量同步提升”的原则，积极探索
高标准农田示范区“投融建运管”一体化，取得了初步成效。

从我市的实践来看，最核心的做法就是严格按照依法、自愿、
有偿的原则，积极推进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利用市场化机制，使
农田项目获得运营收益，为项目融资取得还款保障，同时破解了高
标准农田这种农村公益类项目建成后分散在一家一户，无运营收
益，缺乏后期管护和维修费用等问题。

一是围绕群众、村集体、经营主体三方共赢，推动土地适度
规模经营，每个村成立由村党支部书记任理事长的合作社，结合
市场情况和群众意愿，严格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和群众
签订委托经营协议书，对于大田内仍要求自行耕种的群众，村集
体通过“差田调好田、小田调大田”的方式进行调地，保护种粮群
众的积极性。

二是调整后的大田通过竞争性谈判的方式，引入有实力的大
户经营。对群众来说，每亩每年可获得租金或托管费 1000 元以
上，比以往更高更稳定；对村集体来说，可获得居间服务费、新增土
地收益、拍卖路肩林权等收入，每规模经营1000亩，可增收10万元
左右；对经营主体来说，通过规模种植、高标准农田示范区新增收
益，每亩年增收 600元以上，除去每年还本付息和管护费用，每亩
可以多赚400元左右。

三是引入竞争机制，首先由县里根据上级安排，明确年度建设
和奖补计划，设置条件，通过竞争机制选定符合条件的经营主体；
然后经营主体在农业部门的指导下，对照上级要求和自身需求规
划建设；最后县农业部门验收后及时兑付奖补资金，实现“投融建
运管”一体化。

探索者言

春风徐来，小麦起身拔节，青葱

的麦田给大地带来了新的生机，今春

的农田画卷美不胜收。

一个“数智大脑”、数个高标准农

田区域服务中心、上千台高效节水灌

溉设备把一个个万亩方联成一体，服

务中心云平台准确汇集并及时发布

天气、墒情、病虫害等信息，固定式

的、伸缩式的、卷盘式的喷灌和滴灌，

让上百万亩庄稼恰到好处地饱饮肥

水、小病变无病。农田有了“数智大

脑”，手机成了“新农具”；一杆在田，

万物互联，“一个屏幕”服务万亩良

田。

今春，我市农民群众种好粮、夺

丰收的信心高过以往任何一年；今

年，我市的高标准农田建设也必将进

入一个更新、更高的阶段。

麦苗起身拔节是小麦生长的关键期，田间的麦苗静静
地吮露纳肥，无声的“数字”在百万亩良田间飞驰电掣。

连日来，平原示范区师寨镇的种植户都能通过手机
“农时一码通”APP，收到从农田“数智大脑”实时发来的春
管信息，包括未来天气、墒情如何、几时施肥、病虫害如何
防治等。种植户根据信息，轻轻松松地实施高效春管。这
样的春管场景，在以前让人无法想象，如今种植户们却已
习以为常。

2022年8月，河南数智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数智谷科技集团）作为新乡国资集团下属科技板块核心公
司，聚焦数字经济发展，深入推进数智谷、中原农谷“两谷”融
合、协同发展新举措，打造中原农谷“数智大脑”。中原农谷

“数智大脑”归集了我市 19 年来高标准农田建设数据 453
项。2023年2月，我市一区四县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管理服
务平台全面接入中原农谷“数智大脑”，形成了全市农业数字
化管理决策的“一个屏幕”。该系统充分利用卫星遥感、大数
据、AI智能分析等新技术，动态了解耕地土地现状，对耕、种、
管、收、储、运、销、服等多环节、全过程提供管理服务。

与“数智大脑”无线相联的是各植保监测站及站内“神
通广大”的农业物联网数据传感集成杆。记者看到，集成杆

头顶上装有捕捉云端大气信息的传感器，“眼睛”是监测农
作物生长的高清摄录设备，脚底下埋着感知温度湿度变化
的土壤传感器。集成杆上还有一块小屏幕，实时显示着气
象、地力、苗情、墒情、虫情等数据。

“这些数据会实时纳入‘数智大脑’系统，通过农技人员
分析数据，再传入农户手机上的‘农时一码通’APP，指导农
户及时准确地进行农事管理。”工作人员介绍，去年春季，中
原农谷核心区安装了20台农业物联网数据传感集成杆，其
精细化监测覆盖面积达到了 1 万亩，相较于传统监测站点
提升了90%的功效。

据了解，数智谷科技集团结合本地工业资源，指导新乡
市天意新能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生产农业物联网数据传感
集成杆，未来将向全省1500万亩高标准农田推广应用。

数智谷科技集团科技发展部主任尹玥告诉记者：“我
们将通过统一农业数据标准，全面归集农业数据，构建各
地区、各部门之间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机制，进一步完善
提升‘数智大脑’系统功效，实现‘一个屏幕’服务万亩良
田；通过以点带面、以面成网的形式，高度集成农田中的各
类传感器、集成杆，扩大农情数据覆盖范围，实现‘一杆在
田、万物互联’，高效、便捷、精准服务农业生产。”

积极谋划新一轮高标准农田建设
延津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杨志刚

全国小麦看河南，河南小麦看新乡，强筋小麦看延津。地处豫
北平原的延津县，在小麦产业领域曾创下7个“全国第一”，延津小麦
被誉为“中国第一麦”。我县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重要政治责任，把
高标准农田建设作为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的基础性工作，深入实施推
进。

我们充分结合县域特色，谋划分 4个片区打造 30万亩高标准
农田示范区。在规划时，倾听民声民意，特别针对群众最关心的新
打机井位置、新修道路等工程多次征求群众意见，力争做到工程布
局合理、使用方便、群众满意。

从项目开工建设到竣工期间，我们发动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参
与项目建设，抽调专业技术人员和专职人员驻守施工现场，采取现
场办公的方式，及时解决施工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并聘请项目村的
群众代表对工程进行全过程监督。

通过项目建设，道路平整了、沟渠通畅了，田成方、林成网、渠
相通、路相连、旱能浇、涝能排，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明显改善，综合
生产能力明显提高，经济、生态、社会效益显著。项目实施后，不仅
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也渐渐使群众由传统种田向科学种田转
变。一年时间的建设，我们虽然付出了许多汗水，但看到农业生产
更加科学便捷，农作物产量有效提升，群众绽开了笑脸，我们发自
内心地感到欣慰。

今年，我们积极谋划3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未来将逐步
把我县基本农田全部建设成为高标准农田，更好地服务农业生产，
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针对高标准农田“重建设、轻管护”问题，我市坚持建管
并重，始终将高标准农田工程设施运行管护摆到与建设同
等重要位置来抓。

针对规模经营的地块，由经营主体负责管护；对群众自
耕田则采取“政府筹资＋专业运维＋田长制＋智慧程序”的
方式解决。政府筹资：县财政通过统筹农业、林业、水利、交
通等相关资金，加上县级部分配套等方式，每亩每年筹集40
元资金；专业运维：通过购买服务，引入第三方专业运维公
司或保险公司；田长制：依托农户、村“两委”干部、公益岗人
员成立了田长队伍，负责日常巡查维护工作；智慧程序：开
发了“农事一码通”小程序，针对田长不能解决的问题，建立
了“田长吹哨、公司报到”响应机制，第一时间解决问题，确
保农田基础设施长久发挥效益。

通过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建设与精心管护，我市高标准
农田呈现出农田质量高、产出能力高、抗灾能力高、资源利
用率高、规模化水平高、群众收益高的显著成效。

通过平整土地、改良土壤、土壤培肥等措施，新增耕地
1100亩，农田耕地地力提升1个等级；作物生产条件显著改
善，产量潜力大幅提高，粮食产能提高 10%以上，每亩增产
100公斤左右；通过规范电网、水肥一体化、高效节水灌溉全
覆盖，实现节水、节电 30%，节肥 15%；通过小并
大、坡变平等农田整治措施，高标准农田项
目区主要农业生产环节机械化率达到
100%；与建设前相比，高标准农田
亩均可节本增效 500 多元；
此外，推动土地规模化经

营，有效增加了农民就近获得的劳务收入，每户实现年增收
3万元到5万元。

去年夏收季节，我市遭遇严重“烂场雨”，因高标准农田
排水及时顺畅，不仅没有对粮食生产造成较大影响，反而

“以秋补夏”，取得了全年丰收的好成绩。高标准农田的有
力建管，保障了重灾年份少减产、轻灾年份保稳产、无灾年
份多增产。

又到一年春忙时，又到高标准农田建设如火如荼时。
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张文亮表示，全市农业农村系统将按照
市委、市政府安排部署，不断完善高标准农田“投融建运管”
一体化建设新模式，全力推进45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区项
目建设，加快启动新一轮35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区项目建
设任务，把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建设推向新的台阶，形成更多
更好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的“新乡经验”“新乡模式”，以
新乡之创造、新乡之精彩为全省高标准
农田示范区建设率先探路、提供
借鉴。

农业物联网数据传感农业物联网数据传感
集成杆集成杆

高标准农田的高标准农田的““数智大脑数智大脑””

耕地是粮食安全的根基，建设高标准农
田，就是守好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我市是
农业大市、粮食生产大市，历来重视高标准农
田建设，把高标准农田建设作为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持之以恒地抓
好推进落实。目前，全市已累计建设高标准
农田 586.76 万亩，占耕地面积的 85.8%，建设
投资 60亿元以上，建成比重和投入位居全省
前列，为稳定粮食生产和提高农民种粮积极
性发挥了重要的基础支撑作用。

2022年 8月以来，我市坚决落实省委、省
政府安排部署，紧抓中原农谷战略机遇，按照
建设标准化、装备现代化、应用智能化、管理
规范化、经营规模化、环境生态化的“六化”要
求，积极探索创新“投融建运管”一体化建设
模式，在中原农谷“一核三区”范围内开展100
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建设，打造高标准农
田“升级版”。

高标准农田示范区怎么建？钱从哪里
来？农民如何增收？我市围绕群众、村集体、
经营主体三方共赢，按照“投融建运管”一体化
要求，创新建设新解法，将村集体经济组织主
体作用贯穿于全过程各环节，充分调动村集体
积极性，自下而上竞争项目。引入竞争机制，
由具备条件的乡村申请项目，县级评审后予以
立项。县级平台公司或引入社会企业作为项
目主体，对照高标准农田示范区标准进行融
资、规划设计、开展建设，还款来源为种粮大户
增值收益。项目建成后，按照“谁使用、谁管
护”的原则，明确管护责任，规模经营地块由经
营主体负责，农户自种地块由村集体负责，县
级政府根据管护情况进行资金奖补。

高标准农田示范区项目建设通过完善农
田基础设施、提升耕地质量、改善农业生产条
件、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产出效率，显著
提高了农业生产综合效益。

种粮大户操作自种粮大户操作自
动化灌溉设备动化灌溉设备

实践者说

正在作业的平移式喷灌设备正在作业的平移式喷灌设备

数字赋能 让“传统粮田”变“智慧良田”

精益求精 既“高标”更“长效”

创新模式

打造高标准农田“升级版”

本版图片均由新乡日报全媒体记者赵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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