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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

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 让更多粮田变良田
农业科技报·中国农科新闻网记者 王革委

陕西承担的农业领域陕西承担的农业领域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成效显著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成效显著
记者从日前在陕西省西安

市召开的“十四五”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黄土高原旱作适水改土
与产能提升技术模式及应用”项
目中期总结会上获悉：该项目已
取得多项技术成果，田间生产效
益显著。

“黄土高原旱作适水改土与
产能提升技术模式及应用”项目
是2021年立项的“十四五”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由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牵头，陕西粮农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负责项目课题三的实
施工作。该项目针对黄土高原干
旱缺水、降水利用率不高、水土流

失严重、土壤肥力低等问题，开展
黄土高原旱作适水改土与产能提
升技术研发、模式集成和应用示
范工作。

项目开展两年来，各参与单
位稳步推进各项工作，研发出农
田土壤结构调优改良、快速增碳
培肥等技术7项，创制秸秆腐解菌
剂、绿色保水促生土壤改良剂等
新产品10种，形成旱作适水改土
与产能协同提升的技术模式9套，
辐射推广面积达138万亩。

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模式将在
黄土高原区域逐步落地应用，使项
目区旱作农田降水利用率提高至

60%以上，耕地质量提升1至2个
等级，作物产量增加20%以上。
该项目研究成果先后入选农业农
村部主推技术3项，形成技术标准
16项，获得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
一等奖1项，成果效益显著。

陕西粮农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利民表示，
项目实施以来，推动了企业和科
研机构产学研深度融合，加快了
陕西粮农集团创新发展的脚步，
为集团借助外部智力资源、布局
农业种植领域提供了强大的科
技支撑。

（据《陕西日报》）

近日，记者穿梭在陕西
省安康市紫阳县的向阳、城
关、汉王、双安等乡镇，看到
高标准农田项目施工现场
已然一派繁忙景象。

近年来，该县把高标准
农田建设当作巩固和提高
粮食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的关键举措，接续推
进土地整治、农田水利建
设、基础设施建设、土壤培
肥改良等工程。自2021年
以 来 ，新 建 高 标 准 农 田
61205.5 亩 ，改 造 提 升
10043.74 万亩；截至 2023
年底，新建和改造高标准农
田面积占永久性基本农田

面积的64%。
“‘十四五’期间，我县

将多措并举，加强高标准农
田建设，让更多粮田变良
田。”紫阳县农业农村局副
局长方先念信心满满。

加快规划编制。要根
据上级高标准农田建设规
划，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专
项清查，全面摸清高标准农
田数量、质量、分布和利用
状况，尽快编制出台县镇两
级建设规划。县级建设规
划要重点提出区域布局、确
定重点项目和资金安排；镇
级建设规划要将各项建设
任务落实到地块，明确时序

安排。规划要与国土空间、
水资源利用等相关规划衔
接，针对不同地域，因地制
宜提出项目安排和建设措
施，确保规划能长期稳定地
发挥引领作用。

加大资金投入。要加
快完善“政府主导、农民参
与、社会补充”的多元投入
机制，为高标准农田建设提
供资金保障。加强与上级
部门沟通协调，争取更多的
上级资金；探索产能交易机
制，拓展资金来源渠道。有
序引导金融和社会资本投
入高标准农田建设，鼓励农
村经济组织、种粮大户、农

民投入高标准农田建设。
提高建设质量。要严

格按照高标准农田建设通
则的标准，集中力量抓好土
地平整、田间道路、灌溉设
施、土壤培肥等建设，有针
对性地抓好土壤改良、地力
提升、现代技术、节水灌溉、
农机配套等建设，提高农田
综合产能和抵御风险能
力。要通过土地流转、委托
经营等方式，发展适度规模
的集约经营，提高土地产出
效益。要加强项目建设管
理，健全和落实质量跟踪监
督和责任追究制度，确保建
成优质工程。

严格保护利用。要按
照“依法严管、良田粮用”原
则，对建成的高标准农田，
划为永久基本农田，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损毁、擅自占
用或改变用途。

凝聚工作合力。要建立
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协调机
制，强化示范引领，坚持整县
推进，总结有效经验，集中建
设一批可示范、可推广的高
标准样板工程。要尊重农民
意愿，维护农民权益，发挥农
民群众、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积极
性，形成共谋一碗粮、共抓一
块田的工作合力。

西安明年将建成6万亩
小麦良种繁育基地
1月16日，记者从陕西省西安市种

业振兴五大行动专题研讨会上获悉：今
年，西安将加快建设小麦、番茄良种繁育
基地，优化种业基地布局，完善配套设施
建设和专业服务，实现良种繁育规模化、
标准化，力争到2025年建成小麦良种繁
育基地6万亩，小麦良种产量达到2400
万公斤。 （据《陕西日报》）

2023年，陕西省聚焦饮水安全补短
板，统筹供水行业强监管，扎实推进城乡
供水一体化、规模化供水工程建设和小
型工程标准化改造，全年改善提升农村
受益人口221.8万人，进一步巩固拓展饮
水安全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和有力
助推全面乡村振兴农村供水保障。目
前，陕西省共完成建设投资22.47亿元，
建成供水工程988处，受益人口221.8万
人，全省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6.58%。

（据陕西省水利厅官网）

陕西省221.8万
农村人口喝上“安全”水

2023年陕西完成
营造林520余万亩
1月18日，记者从陕西省林业局获

悉：2023年，陕西省林业工作成效显著，
全年完成营造林522.79万亩、种草改良
33.82万亩，治理沙化土地94.9万亩，造
林面积居全国前列；大熊猫、朱鹮、秦岭
冷杉等12种极度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
数量大幅增长；陕西省森林草原火灾次
数、受害面积较2022年同期分别下降
44%、90%。 （据《陕西日报》）

1 月 15 日 ，在 陕 西 省 西 安
市 临 潼 区 穆 寨 街 道 业 池 村 生
态养殖示范基地大棚里，工人
忙 着 采 摘 香 椿 。 2023 年 ，为 发

展壮大香椿特色产业，业池村
开展反季节大棚香椿种植，投
资 22 万 元 新 建 300 平 方 米 的
香 椿 大 棚 ，栽 植 红 油 香 椿 2.5

万 株 ，预 计 产 量 2000 公 斤 ，可
为 村 集 体 经 济 增 加 收 入 约 1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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