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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成都市财政局积极发挥
财政职能，构建全方位、多元化的财
政投入体系，严守耕地红线，推动耕
地保护提质增效。

保数量提质量。严格落实耕地占
补平衡责任，会同主管部门设立市级
补充耕地专项资金，用于补充耕地的

土地整治、垦造水田等。加快储备和补
充一批耕地，加大市本级补充耕地指
标统筹力度。2023至 2027年，拟投入
市级补充耕地专项资金约 20亿元。
强化奖励约束。落实耕地保护制

度，调动全市上下耕地保护主动性、
积极性。每年设立市级耕地保护奖励

资金 1亿元，依据上一年度耕地保护
目标任务考评情况、耕地补充和耕地
恢复等重点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考核，
对耕地保护成效突出和工作滞后的
区（市）县给予相应新增建设用地年
度计划指标和资金奖惩。

优化补贴政策。自 2008年起，成

都市设立耕地保护基金，主要对完成
耕地保护责任的农户按一定标准进行
补贴。目前，成都市财政局会同主管部
门研究优化发放政策，将补贴对象聚
焦为从事粮、油、糖、蔬菜等农产品耕
地保护的农业主体，依据耕地保护实
效予以补贴，进一步提高政策针对性。

□李益焕王菲菲本报记者魏彪

2023年，四川省广元市昭
化区以创建省级乡村振兴成效
显著县和建设全国脱贫地区特
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引领区为统
揽，持续推进农业产业发展、现
代农业园区提质增效、高标准
农田建设等重点工作，聚力打
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
示范区。

1月 8日，记者走进位于
广元市昭化区的王家贡米现代
种业园区育秧工厂，只见移动
苗床、温湿度调节系统、移动喷
灌机、防虫网系统等各类设施
一应俱全。

该育秧工厂面积约 1500
平方米，是集耕、种、防、收于一
体的现代化育秧基地，自去年
5月投运以来，有效解决育秧
时不利天气因素影响，进一步
推进山区农业机械化进程。
“节约土地、减少成本的同

时，提高了智能化、机械化的育
苗水平，保证了品种、病虫害防
治、栽插时间、成熟收获期的统
一，有效减轻了农户育种难和
劳力不足的问题。在温室空档
时间，我们还种一些应季蔬菜，
也增加了村集体经济的收
入。”王家贡米产业技术研究
所农艺师张玉强说。

此外，昭化区还立足资源
禀赋，持续调整和优化农业产
业结构，不断促进农业产业融
合发展，持续加强农产品市场
体系建设，不断提高农业质量
效益和竞争力。
“我们以现代农业园区建

设为抓手，突出做大产业基地、
做强种业‘芯片’、做靓公用品

牌、做优服务支撑、做实联农带
农‘五大重点’，推动‘王家贡
米’产业实现‘生产 + 加工 +
品牌 +科技 +服务’全链融合
发展。”昭化区农业农村局种植
业股负责人吕志勇介绍。

为有效推动肉牛羊产业突
破性发展，一年来，昭化区坚持
“一区一园、一园多点、一点一
业”组团布局生态畜牧产业，大
力推行“集约化育种、规模化养
殖、专业化服务、品牌化经营”
发展模式，积极落实财政、金
融、人才、土地等方面扶持政
策，着力培育壮大养殖、运销、
加工等环节龙头企业，推动育、
繁、养、宰、加、销一体化，加快
延链补链、壮链优链，让肉牛羊
产业跑出“加速度”。
“我们引进华西牛原种场

项目，实施以草换肉工程，创新
推出‘532’肉牛代养等多种产
业发展模式，将种养殖农户带
入产业链，解决劳动力不足、技
术缺乏、成本畸高等问题。”昭
化区农业农村局畜牧水产股干
部林闯说。

2023年，全区粮油总播面
达 59.34万亩，示范推广大豆玉
米带状复合种植 4.5万亩、发展
王家贡米订单生产 3万亩；完成
王磨粮油现代农业园区规划建
设项目 57个，成功创建市一等
级现代农业园区；创建省级示范
家庭农场 3家、合作社示范社 4
家，创建省级社会化服务组织 1
家；“王家贡米”成功入选“2023
年中国农业百强标志性品牌”和
“2023年中国农业名片十大杰
出品牌奖”。

当前正值沃柑丰收时节，走进四川省宜宾
市长宁县沃柑种植基地，漫山遍野的沃柑树上
硕果累累，金黄诱人的沃柑纷纷“抢鲜”上市，
为寒冷的冬季带来阵阵暖意和甜蜜。

剪摘、搬运、分选、装车……1月 8日，在
长宁县老翁镇长翁村沃柑种植示范园，果农们
穿梭于果林间，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
“今天要送 2000 多斤沃柑出去，每斤 6

元，都是通过线上平台订的。”长翁村党支部
副书记、果花香农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雷科表
示，用生物除虫等科学管护技术提高沃柑品
质，通过“线上线下”联动销售，拓宽沃柑销售
渠道，让合作社的优质沃柑走向全国各地。

沃柑是一种优质、高糖、晚熟的杂柑品种，
具有采摘期长、挂果能力强、栽培管理容易、果
实耐储运等特点，口感汁多味甜，且富含多种
营养物质，备受消费者青睐。据了解，果花香
农业专业合作社从 2018年起种植沃柑，现在
已有 200余亩，目前有 70多亩正式挂果，产量
在 16万斤以上，产值 60多万元，主要销往重
庆、成都等地。

乡村振兴，产业是关键。长翁村按照“产
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
富裕”的总体要求，通过“党支部 + 公司 + 专
合社 +种植大户 +农户”模式，整合流转荒
山、残次林等土地种植沃柑，成立了 6个专业
合作社，发展特色产业沃柑 3500余亩，蜂糖李
100余亩，花卉 50余亩，解决了 150人农村留
守老人、妇女就近务工。同时，着力构建生态
农业、农旅相结合、产业发展加电商销售一体
化，新网格模式加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新格局，
实现人均收入增加 1500元。
“近年来，老翁镇大力发展沃柑产业，全镇

先后注册家庭农场一百余家，目前老翁镇的沃
柑种植面积达 8000亩，投产 5000多亩，产值
4000多万元。”老翁镇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将以城乡融合发展为契机，打响“十里橙
乡，绿色密沃”品牌，依托“老翁场储气库”储能
产业，争取更多项目在老翁落地落实，助力形
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城乡融合发展共同
体，逐步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广元昭化：
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

推进更高水平“天府粮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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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成均熊启蓉本报记者庞贵唐文 /图

让每一寸耕地成为丰收的沃土
成都市将耕地保护与使用落实到田间地头

□本报记者赵蝶

广元苍溪县：
让艺术走进千家万户

近日，由中央歌剧院选派的文艺
小分队来到广元市苍溪县开展四川
省 2024年新年惠民音乐周基层文艺
惠民演出，为梨乡人民奉献了一场精
彩的文化盛宴。

随着音乐响起，演出在具有浓
郁乡土气息的合唱《春风十万里》
中拉开了序幕，《采花（盼红军）》
《康定情歌》《滚滚长江东逝水》等
经典动听的歌曲轮番上演，曲调或
大气磅礴，或优美婉转，现场观众
连连拍手叫好。
“这场演出真的太精彩了，我感

觉非常开心和激动，鼓掌把手都拍疼
了，非常感谢中央歌剧院的艺术家们
为我们带来精彩纷呈的表演，希望他
们以后能常来苍溪开展这样的活动，
为我们基层百姓带来高层次的精神
文化享受。”观众罗培模说。

近 2个小时的演出，掌声经久不
息，现场热闹非凡，艺术家们用扎实
的演唱功底，独特的舞台风格，将现
场氛围一次次推向高潮，演出在全体

艺术家合唱的《领航》中圆满落下帷
幕，不少观众表示意犹未尽、沉醉其
中。
“今天，我是和朋友一起来看这

场演出的，整场演出的音乐都非常好
听，艺术家们也非常厉害，看了以后，
我们都感觉特别震撼，很开心有机会
来欣赏、享受这样的文化盛宴。”观众
任阳激动地说。

据了解，此次基层文艺惠民演出
由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文化
和旅游厅主办，中央歌剧院、苍溪县
委宣传部、县文旅体局承办。演出汇
聚了中央歌剧院 15名技艺高超的歌
唱家，他们通过独唱、重唱以及歌曲
联唱等表演形式，生动演绎人民群众
耳熟能详的经典曲目，将高雅艺术与
基层群众紧密相连，让艺术真正走进
千家万户。
“我们中央歌剧院特别高兴来

到四川广元苍溪县开展这场文艺
惠民演出活动，此次活动是我们和
四川省委宣传部联合举办的，是属
于新年音乐周系列活动之一。苍溪
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尤其让我们
感受到了这边观众的热情，大家都
非常激动、非常高兴，也希望我们

高品质的艺术演出，以及相关培训
活动，可以切切实实地为苍溪人民
带来新的感受和更高的精神享
受。”中央歌剧院艺术创作规划部
负责人刘静说。

泸州龙马潭区：
在家门口就能看的非遗戏曲

韵味十足的唱腔、惟妙惟肖的表
演、变幻莫测的变脸……日前，四川
省泸州市 2024年戏曲进乡村惠民演
出走进泸州市龙马潭区双加镇双加
社区，为群众带来一场精彩的非遗文
化盛宴。

活动在舞蹈《俏花灯》的精彩表
演中拉开序幕，随后，川剧《滚灯》、清
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川剧变
脸《蜀风雅韵》等节目接连上演，现场
掌声、欢笑声不断，到处洋溢着欢乐
祥和的气氛。
“蓝脸的窦尔敦盗御马，红脸的

关公战长沙……”62 岁的双加社区
居民吴天英一边高兴地拍着节奏一
边跟着音乐哼唱。“这种唱法小时候
听父辈们唱过，本土特色唱法家乡的
‘味道’，真的很好听。”

“今天的节目十分精彩，看节目
的人比较多，氛围很好，很有过年过
节的感觉，大家都没看够，希望老师
们可以经常来表演。”双加社区居民
郭刚意犹未尽地说。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泸州市
2024年戏曲进乡村的第一场惠民演
出，旨在以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方
式，将非遗文化送到群众身边，让群
众近距离了解“非遗”、感受“非遗”，
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营造浓厚
的新年氛围。
“本次演出以青年演员为主，节

目形式涵盖舞蹈、川剧、清音、琵琶演
奏、变脸等，特别是泸州河川剧和清
音，悠扬婉转、悦耳动听，是以泸州为
中心的川南地区历史文化的积淀，希
望通过我们的演出，让更多的群众能
进一步了解泸州传统文化。”泸州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习所副所长
吕斌介绍，下一步，泸州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传习所还将继续根据群
众需求，精心编排组织节目，把人民
群众喜闻乐见的非遗戏曲带到村里，
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看到高质量的
文化表演，进一步满足广大群众的文
化生活需求。

惠民演出进基层，文化大餐“送上
门”。近日，各地新年好歌不断，市民在家
门口就可以享受文化艺术大餐。

□张苗王韬 张文忠唐千越本报记者魏彪尚梅柱文 /图

家门口享文化盛宴

国家区域性蔬菜良种繁育基
地、国家级农作物品种（冬油菜）展
示评价基地、省级水稻种子生产基
地县、省级蔬菜种业培育园区……
近年来，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大力
实施“三品（品种、品质、品牌）”工
程，在农业提质增效的道路上越走
越宽。

品种之变：
引领农业前沿科技打造种业硅谷

走进位于新桥镇复兴社区的绵
阳市农科院果蔬所，一个个整齐划
一的试验田让人印象深刻。“这里是
培育优势蔬菜良种的试验田，我们
培育的‘绵高青一号’莴笋、‘绵番
845’番茄品种市场前景很好，为缓
解蔬菜种业‘卡脖子’问题贡献了力
量。”正在进行育种试验的研究员黄
海涛介绍，2023年，该试验田培育的

优良蔬菜品种达 20多个。
游仙区农业农村局局长吴先

强介绍，游仙区通过引进和培育具
有高科技含量的农作物品种，提高
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产品质量，从而
提升游仙农业的竞争力，已初步建
立完善的种业产业链，从种子研
发、生产到销售，形成完整的产业
闭环。
“农业科技创新需要久久为

功，只要我们坚持对优势种质资源
开发利用、选育突破性新品系和品
种，我们有信心将游仙打造成全国
的种业硅谷，引领农业科技的发展
潮流。”吴先强说。

品质之变：
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建设无废乡村

随着消费者对食品安全和环
保意识的提高，高品质的农产品市

场需求不断增长。游仙区抓住这一
机遇，推动农业绿色低碳发展，实
现无废乡村目标。

在位于新桥镇胜利村的四川
绵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油菜科研
育种基地，100亩油菜长势喜人。作
为高芥酸油菜种子细分领域的头
部企业，该公司大力推广绿色生产
技术，减少化肥和农药的使用，确
保农产品的安全和环保。“我们倡
导对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推
行种养循环模式，为降低农业对环
境的负担贡献绵邦力量。”公司负
责人蒲定福介绍说。

据了解，游仙区计划三年创建
25个无废乡村，目前已成功创建 9
个。2023年，畜禽粪污资源化综合
利用率达 94.4%、秸秆综合利用率
达 96.6%，农膜回收处置率达
91.6%，农药使用量保持稳定负增
长趋势，建立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
控示范区 7个，示范区核心示范面
积 1.6万亩，辐射带动面积达 15万
亩。全区已有 350家农产品生产经
营主体入驻国家农产品追溯平台，
2023年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 10万
余张，确保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的
全过程监管。

品牌之变：
培育特色农产品助农增产增收

2023年，游仙区组织 30余家
农产品生产经营企业参加“绿博
会”“农博会”“天府粮仓”精品全国
推介会、“绵品出川”等国家、省、市
的知名展会，全年共参加展示展销
活动十余次，签订产销对接金额达

14亿元。
忠兴镇木龙观红萝卜就是以

品牌建设撬开市场大门的典型。木
龙观红萝卜是荣获“国家地理标志
产品”“中国绿色食品 A级认证”的
“双认证”农产品，品牌带来的不只
是知名度、美誉度的提升，还有真
金白银。“现在一斤红萝卜在市场
上卖 6 元，是以前的 3 倍，我们种
植了 800亩，带来的收益是 500万
元，带动群众户均增收 4000元。”
绵阳市木龙观胡萝卜种植专业合
作社社长卢飞介绍。

目前，游仙区认证“三品一标
（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
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
139个。木龙观胡萝卜取得“国家地
理标志农产品”和“绿色食品”双认
证，“众福”“天存”等游仙品牌米粉
产品占据绵阳近七成的市场份额，
桑葚酒、桑葚黑芝麻丸、经科羊肚
菌、华欧橄榄油等系列产品远销海
外，“川熟乡”菜籽油入选“四川好粮
油”和“中国好粮油”产品，“三国”冬
枣连续三届荣获“国家绿色食品博
览会金奖”，蜂蜜“蜂之记忆”连续多
年获得“全国国民好蜜”盲评大赛金
奖，“仙特大米”“浩东粮油”入选省
级农业精品品牌目录。

接下来，游仙区将以“三品”工
程为引领，以“三高（高标准农田、
高品质产地、高颜值景区）”行动为
抓手，加快构建“1+5+6”（1个种业
核心、5大特色产业、6个现代农业
园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现
代农业强区，农业提质增效成色更
足，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更
可持续。

从一粒种子到品牌农业
绵阳游仙农业提质增效有“三变”

□汪邦坤本报记者吕婕文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