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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动态】

2023年继续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

特色果蔬种植
鼓起农户鼓起农户““钱袋子钱袋子””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标

准农田建设不断创造新辉煌，实

现量和质“双提升”。到2022年

底，全国建成10亿亩高标准农

田，稳定保障1万亿斤以上粮食

产能，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踏上新征程，我国高标准农田

建设迈出新步伐。2023年要继续

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新建4500

万亩、改造提升3500万亩，让每一

寸耕地都成为丰收沃土，为全方位

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加快建设农业

强国创造更多有利条件。

扩规模，种粮农民增添底气
高 标 准 农 田 占 我 国

19.18亿亩耕地的一半以上

冬日暖阳下，行走在河南省

获嘉县照镜镇的田间地头，广袤

田野里一派繁忙景象：铺路基、

和水泥、运砂浆、整修沟渠……

高标准农田建设如火如荼。

“高标准农田建设规模持续

扩大。”农业农村部农田建设管

理司司长郭永田介绍，到2018

年，我国累计建设高标准农田6

亿多亩，占耕地面积不足三成。

2018年机构改革后，农业农村

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加快高标准

农田建设，特别是近两年，每年

建设任务由8000万亩提高到1

亿亩。“到2022年底，全国累计

建成10亿亩高标准农田，占我

国19.18亿亩耕地的一半以上。”

提质量，粮食综合生产
能力提升

从 2023 年起，全国年均将
改造提升3500万亩高标准农田

“提质量，就能不断推进粮

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郭永田

说，建设高标准农田是一个重要

抓手，要提高建设标准和质量，

真正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坚决守住 18 亿亩耕地红

线，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

成高标准农田。郭永田介绍，在

2022 年建成 10亿亩高标准农

田，2030年规划建成12亿亩的

基础上，加快把15.46亿亩永久

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

同步改造提升超过使用期限的

已建高标准农田设施，以此稳定

保障1.6万亿斤以上粮食产能。

按照《全国高标准农田建

设规划（2021—2030 年）》，从

2023年起，将启动已建高标准

农田改造提升，全国每年平均

将改造提升 3500 万亩高标准

农田。通过改造提升，解决已

建高标准农田设施不配套、工

程老化、工程建设标准低等问

题，进一步提高农田基础设施

和耕地地力水平。

强管护，高标准农田长
效机制拔节生长

多方参与、责任明确、协
调顺畅、保障有力

高标准农田如何管？近年

来，各地通过实践，制定出台了

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制度办法，

明确管护责任和具体要求，保障

管护资金来源渠道，逐步建立健

全了多方参与、责任明确、协调

顺畅、保障有力的高标准农田管

护机制。

山西省长子县将项目建设

与建后运维有机衔接，政府统一

规划、统一建设标准，制定运维

考核标准，总承包企业对项目的

全生命周期负责，确保工程长效

良性运行。湖南岳阳、辽宁沈

阳、福建泰宁等地探索引入财产

保险，发挥商业保险在事前评

估、事中预防、事后赔偿方面的

功能作用，为加强高标准农田管

护工作进行了积极探索。

郭永田说，下一步，要加强

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按照权责

明晰、运行有效的原则，指导各

地建立健全日常管护和专项维

护相结合的工程管护机制。同

时，完善鼓励社会资本参与高标

准农田管护的政策措施，保障管

护主体合理收益，为全方位夯实

粮食安全根基扎好高标准农田

长效运营“篱笆”。

（据《人民日报》）

新建4500万亩、改造提升3500万亩

1月9日，河北省卢龙县刘

田各庄镇冯家山村一家果蔬种

植合作社的社员在大棚内管护

水果西红柿。

近年来，卢龙县不断推进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引导农民

发展特色设施农业，种植高品

质蔬菜和水果，助力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 杨世尧 摄

重庆农业农村信息化水平达43.3%
近日，重庆市政府举办

新闻发布会，重庆市农业农

村信息化发展总体水平达

到43.3%，位居西部第一、全

国第七。近年来，重庆市大

力实施“智慧农业·数字乡

村”建设工程，农业农村数

字化转型升级取得明显成

效，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农业农村大数据基础持续

夯实、产业信息化水平不断

提升、经营数字化持续转型

升级、数字农业农村创新应

用不断深化。

青海巩固发展农业农村持续向好势头
2022年青海省各级农

业农村部门扎实推进乡村

振兴战略和绿色有机农畜

产品输出地打造，坚守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不发生规模

性返贫和耕地保护三条底

线，有序推进乡村振兴“八

大行动”，全省农业丰产丰

收、畜牧业增产增效、乡村

建设全面推进、农牧业投资

持续增加，巩固发展了农业

农村持续向好势头。

河南推进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建设
日前，河南省制定《关于

推进河南省农业高新技术产

业示范区建设发展的实施意

见》，就做好农业创新功能区

梯队建设、推进农业高新技

术产业示范区建设等作出具

体部署。明确要围绕全面深

化体制改革、集聚优势科教

资源、培育创新创业主体、做

优做强主导产业、推动农业

绿色发展、促进产业融合发

展、提升信息化水平、优化创

新创业环境和加强合作交流

9个方面做好重点工作。

湖北开展打击生猪私屠滥宰专项行动
春节临近，湖北省农业

农村厅联合湖北省公安厅

从2022年12月起在全省开

展依法打击生猪私屠滥宰

“百日整治”专项行动，确保

节日期间猪肉产品质量安

全。此次专项行动严厉打

击私屠滥宰、屠宰病死猪、

注水或注入其他物质等违

法行为。湖北各地农业农

村部门将通过监督检查、明

察暗访、接访举报、基层排

查等方式，对辖区内生猪屠

宰活动进行全面细致排查。

浙江永久基本农田
2030年有望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
日前，浙江省召开冬修

农田水利现场会，将分年度

梯次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平均每年新建65万亩，计划

在2030年率先将永久基本

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

田。此外，浙江还将投入

100亿元，用于300万亩以

上粮食生产功能区的改造

提升。
（本报综合）

基于农科资源的班本课程建设与探索
■ 杨凌高新幼儿园 谭燕子

儿童发展与研究⑥

主办：《农业科技报》编辑部
协办：杨凌高新幼儿园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虞永平提

到：“好的课程一定是有目的的，而

这个目的是层层推进的。这个目

的是适合孩子的，这个目的是全面

的。”而园本课程是从幼儿园实践

出发构建的课程，在幼儿园园本课

程建设下，依托杨凌农科资源，我

对于班本课程的实施与开展，有了

以下思考：

一、课程内容源于幼儿生活实际
作为以面条、馒头为主食的地

道陕西人，幼儿都知道面条、馒头

是用面粉制作而成，可是面粉来源

于哪里呢？通过老师的设问，孩子

们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通过资

料查阅了解到面粉是由小麦研磨

而成，这便激起了幼儿探索小麦的

好奇心，于是，确定了本班课程内

容“种小麦”，让幼儿亲身体验小麦

的种植过程和生长过程。

二、利用课程资源，制订课程
计划

将搜集到的资源进行分类和

筛选，挑选出适合幼儿特点、可实

施的课程，制订班级主题课程实施

计划。本班确定了主题课程的核

心目标为：1. 了解小麦的种植方

式，观察记录小麦的成长变化；2.

在悉心照顾小麦的过程中，体验小

麦生长的不易；3.能够积极参与照

顾小麦；4. 了解小麦的历史文化，

感受小麦对人类生活的重要性。

第一学期（10月份—1月份），小麦

的生长变化不是很明显，便将课程

重点放在和幼儿一起探究“小麦如

何过冬”，让幼儿充分了解小麦过

冬所需的环境、温度和湿度等。

三、利用家长资源，促进课程
实施

课程实施前通过家长会的召

开，了解到有专业的小麦育种专

家，在课程计划制定环节，通过“引

进来”的形式，将家长请进幼儿园，

为幼儿补充小麦种植的相关知

识。在课程实施过程中，定期邀请

家长进行助教，带领幼儿实践。

四、预设与生成
灵活转化，助推课程
实施

课程预设可以指

明课程实施的方向，

但在课程实施的过程中，也会生

成各种小主题。因此，将预设和

生成紧密结合、灵活转化，不断小

结反思、调整优化课程计划也是

很重要的过程。如在试验田里种

植小麦，不方便孩子们每天观察

小麦的生长，于是便在教室的植

物角种植了小麦，方便幼儿观察

和记录。

五、关注幼儿在课程实施中的
发展

以幼儿为本，关注孩子的实际

需求以及在课程实施中的收获是

班本课程实施的关键。在种植小

麦的过程中，孩子们遇到了各种各

样的问题：小麦干枯、教室紫外线

灯照射伤害小麦等。解决问题的

过程也是促进幼儿思维能力提升

的过程，对于出现的不同问题，应

充分将幼儿主体和教师指导相结

合，引导幼儿自主探索。

班本课程建设要以儿童发展

特点为基础，以《3-6 岁儿童学习

与发展指南》为指导思想，以培养

“全面和谐发展的人”为立足点，本

着“眼中有孩子，心中有课程”的原

则，确定班本课程目标、课程内容、

课程实施和课程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