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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下旬，武汉
秋粮收获已
到尾声，秋
播正在如火
如 荼 进 行
中。

据 了
解，今年武
汉市夏粮夏
油生产实现
面积、总产
双增，持续
良好发展态
势，早稻单
产 逐 年 提
升，秋粮颗
粒归仓，计
划 秋 播 面
积213.09万
亩，又是一
个奋力耕耘
的丰收年。
而田间地头
的新农机、
新粮种、新
农艺，是武
汉在遭遇了
年初低温冻
雨天气、夏
季持续高温
干旱后，仍
能有好收成
的底气。

新质生
产 力 赋 能
“武汉稻田
新画卷”。
今日，《大
地》周刊联
合武汉市农
业农村局种
植业处、武
汉市“三农”
宣传中心，
推出“稻田
里的新质生
产力”特别
报道，让我
们追“新”而
行，看看武
汉稻田里的
“新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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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拥有中国农业第一品牌
“北大荒”的北大荒农服集团长江中心，
在蔡甸区侏儒山街道成功片区群力村、
国光村、群丰村共流转土地3095亩，着
力建设华中地区现代农业种植示范基
地，通过“垦地融合＋”模式，引领周边
农业现代化建设。

卫星平地技术、油菜条播、水稻侧
深变量施肥……一年来，在市、区农业
部门和侏儒山街道的建设支持下,通过
引入应用先进的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
技术，该基地如约丰产。按照“北大荒”
高精度农机作业标准建设的农田，凭借
更低成本、更高产出征服了当地农户。

10 月 11 日，在位于群力村的北大
荒垦地融合示范种植区项目基地，大部
分稻田已经收割完毕，进入翻耕和油菜
秋播做作业中，旋耕机和收割机在田地
里交错发出轰鸣声，小货车满载小山一
样的稻谷往返于田间道。

“今年是我们连片承包种植第一年，
品种选用的是国审品种‘煌两优535’。水
稻亩产在1200斤左右，对比周边农户提
升了100—200斤，效果还是很明显的。”北
大荒集团垦丰长江区域中心农地运营顾
问章春光介绍道，他的身边站着两位来自
岔林河农场、庆阳农场的种植专家。

“农机作业效率提高，与农田平整
度提高密切相关。地平了，排灌通畅，
水肥分布会更均匀。”章春光介绍，去
年，该公司出动十余台套整地车，使用
GPS激光平地机和卫星平地技术，对基
地3000余亩土地进行整平，相邻格田间
高差被精确控制在5厘米内。”

与此同时，经过对基地陈旧水渠位
置和流向的勘察和重新设计，该公司在

基地新建了12条主灌溉线（渠），实现对
基地3000多亩地的全面覆盖。目前排
水速度可达到“一次灌溉，2小时排完”。

“深翻深度要到30—40厘米，打浆
整地深度要 15 厘米，悬耕深度要 20 厘
米，秸秆留茬20—30厘米，粉碎抛撒后
还田……”周昭烈是蔡甸区金丰公社农
业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公司成立5年
来，从未像今年这样讲究农机作业的精
度。“以前农机作业没这么明确的标准，
农机手的经验就是标准。”周昭烈说，承

接北大荒基地的全流程农机作业项目，
成为了改变金丰公社农机手们作业方
式的转折点。作为亲历者，周昭烈所指
的“好处”，是他发现按照北大荒的标准
投入生产后，在肥料、农药使用量减少
10%的情况下，产量反而还高出20个百
分点。“这一减一增不能不服，确实提高

了土地的生产效能，还合理降低了农药
残留，提高了土地和农产品的安全性。”

“现在的秋冬播作业，相比无人机飞
播和人工洒播，我们采用了均匀度更高
的油菜条播技术，减少了种子的投入。”

“北大荒”旗下垦丰长江区域中心总经理
熊明昊表示，该示范区将严格按照北大
荒“1241”农业社会化先进服务模式，不
断改进当地作业方式，提升种植标准，增
加作物产量，带动土地效能提升。

“蔡甸侏儒山街道是江汉平原口子

镇，区位优势非常突出，这是北大荒集
团布局武汉市的第一个示范种植基
地。”熊明昊言语中，尽是将基地从粮田
打造为良田的决心。他透露，目前该公
司正在筹备秸秆回收还田观摩会，向周
边合作社、农户展示深翻作业的优势和
操作要点，进行现场指导和教学。

2019年至今，我一直参与武汉市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规划
设计审查及项目验收。武汉市农业农村局重视项目的规划设
计，每年会以文件下发设计工作要点，特别要求设计单位“三
进现场”。与之对应，法泗街道和侏儒山街道的项目在规划设
计阶段，充分征询了村民或流转实体的意见及需求，这既保证
设计方案具有很强的针对性、适应性，足够“接地气”，也满足
了实际需求，毕竟项目建成后最终要移交村组或者经营实体，
这样就确保了项目后期的顺利实施和管护。

同时，武汉市在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指导文件中，注重建设
理念的创新提升，其中结合乡镇建设及农文旅融合发展的规
划设计、绿色农田建设、生态沟渠建设、生态浮岛等，一直在推
进和建设中。目前，这一理念在多个区都取得了实在效果，深
受项目区群众欢迎。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近年来，可看出武汉市强调配合土
地的高效利用进行田块平整，以适应集约化、机械化耕种，便
于推广应用先进、实用的农业科技技术。同时结合大规模平
整，配套规划调整了灌溉渠道、排水沟道及交通道路。

要提高粮食产量，除灌溉排水设施建设外，提高土壤地力
是另一重点。除了施加有机肥外，最重要的就是通过秸秆还
田、调整种植结构来实现，而这些工作需要持续进行。因此，
武汉市在高标准农田项目选址的时候，优先选择有实体企业
流转的区域或者适合进行流转的区域开展。从上述两个街道
项目的建设效果就能证明，这是值得继续坚持的正确方向。

总体而言，合理的选址和规划设计，加上在项目实施阶
段，市、区农业农村部门项目建、管单位的监督检查，是高标准
农田建设项目能够最终实现预期效果的重要保障。

良田筑基：
建好管好用好高标准农田

专家观点

规划设计“三进现场”建好管好高标准农田

近年来，武汉市全面落实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全市建设高标准农田总面积达 251.47 万亩，占全市耕地比例约为
70%。秋收时节，武汉各大水稻种植区，渠相通、路相连、林成网、旱能灌、涝能排、渍能降的高标准农田，不仅为丰收稳产奠
定了坚实基础，更通过提档升级创造生态效应，农旅融合创造经济效益，促进粮田发展成为绿色生产、生态环保的“良田”。

渠相通路相连林成网
法泗全域万亩高标准农田告别“靠天收”

从曾经面对暴雨内涝来袭时的无力
抵挡，到现在的云淡风轻，短短几年，江
夏区法泗街道水稻种植户们已不再谈

“水”色变。江夏区农业部门、法泗街道
通过持续高标准农田建设，已经实现了
法泗全域农田高标准化。今年，江夏区农
业部门、法泗街道还对高标准农田提档
升级，完善生态农田系统净化、美化环境
的功能，以稻田网红打卡景观为核心看
点，发展农旅融合，带动当地村民增收。

10 月 12 日，法泗街道位于金水河
畔的菱米村村委会周围，成片的稻田还
未收割。秋风拂过，稻浪起伏，一派迷
人“丰”光。不时有摄影爱好者将车停
靠在村委会大院，争相在稻田里打卡合
影。而在村委会旁，兴建中的稻田观景
台、阳光房等特色景观初步成型。

“每年进入丰收时节，一到周末，田
埂上都是游客。”菱米村村委成员张军
说，以菱米村为中心，包含庆丰村、永丰
村在内的村落，都有观赏稻田的绝佳点
位，法泗街道一众“万亩网红稻田打卡
点”，近年来得到市民游客高度认可和
喜爱，成为农旅融合的“金字招牌”。

“法泗街道种植水稻面积达 6.9 万
亩，在今年高温干旱天气的影响下获得
了稳产丰收，平均亩产量在 1100 斤左
右。”法泗街道综合执法中心党总支部
书记帅海军介绍。据了解，10 月底前,
法泗街道的中稻将完成收割工作。目
前已同步启动秋、冬播，为明年夏收和
农民收入奠定坚实基础。

法泗街道素有“鱼米之乡”美誉，辖
区涵盖金水河沿线12个行政村，是江夏
区双季稻种植的主要区域，水稻种植产量
和品质相比其他地方优势明显。但是，由

于地势低洼，每逢暴雨就成为易涝易淹地
区。2020年以前，每年六七月份暴雨季
形成的内涝，是种植户张军不堪回首的往
事：“由于沟渠老化、排水能力有限，往往
需要5—7天才能退涝。经过这么长时间
的浸泡，稻谷已经被泡死了。”

为彻底解决这一生产“痛点”，从
2018年起，江夏区在法泗街道开展高标
准农田建设，累计投入资金 4000 多万
元，围绕“田、土、路、渠、林、电、技、管”
八大要素，针对性解决田间道路通行和

排涝问题，并最终实现了渠相通、路相
连、林成网、旱能灌、涝能排、渍能降的
建设目标，法泗全域具备灌排能力的水
稻基地比例由70%提高至100%。

“以前沟渠因排涝能力不足导致的
上游堵漫、下游空渠的现象，再也没有
过了。”张军笑道，“现在，不到2天就完
全退涝了，稻子不仅不会被泡死，反而

因为经过雨水浇灌，灌浆更为饱满。”
不仅如此，随着高标准农田建设完

成，稻田机耕道得到了水泥化、碎石化，
法泗全域可机械通行作业面由原来的
60%同样提高至100%，而这一改变又利
好了农田水路面，让沟渠管道的清理工
作可以放心交由机械完成，摆脱了人工
清理耗时耗力的局面。

“今年，八塘村和新墩村共3200亩
稻田在提档升级中，从 4 月份开始动
工，到今年底结束。”帅海军介绍，法泗

街道已实现全域农田高标准化，但未止
步于此，目标是通过对“田、水、路、林、
村”的整治，对当地生态环境、人居环境
起到很好的维护和改善作用，减少水土
和环境污染，有效地起到固土、蓄水的
效果，净化、美化环境的作用，并真正形
成“田块规整、灌排自如、道路畅通、环
境优美”的良好农田生态系统。

引入“北大荒”标准实施农机高精作业

垦地融合“粮田变良田”

耕地保护要求要非常明确，18亿亩耕地必须实至名归，农田就是农
田，而且必须是良田。

——习近平在2021年年底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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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夏区法泗街道八塘村高标准农田正在排水主渠硬化建设中。

位于蔡甸区侏儒山街道的北大荒垦地融合示范种植区正在秋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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