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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艳）四川大春生产随着天
气转暖而由南向北陆续展开，进展顺利。近
日，记者从四川省春耕备耕工作视频调度会
上获悉，聚焦提升单产，今年全省将启动“天
府粮仓·百县千片”建设行动，通过高水平建
设 1000个千亩高产展示片、340个百亩超高
产攻关方和一批连片高产典型，集中打造一
批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建设成效展示
窗口。

作物整体长势优于上年

今年四川省各地在田作物整体长势优于
上年。体现在大春预期“好”，各地农资供应充
足，春播条件总体好于上年；体现在工作干劲
“足”，全省各地积极响应、迅速行动，对小春
田管和大春备耕等工作进行了系统部署和推
动。

全省小麦、油菜等小春作物进入田间管
理关键时节。从苗情上看，当前全省大部农区
气候总体适宜，土壤墒情良好，加之关键技术
落实到位，小春生产形势平稳向好。全省冬小
麦、冬油菜一二类苗占比分别达 91.2%、
89.2%，均较去年增加 2.7个百分点以上。泸
州、宜宾、广安等地普遍反映，今年小麦、油菜
整体长势明显好于上年和常年。

聚焦提升单产是重点

去年，四川省粮食总产量达 718.8亿斤，
再创历史新高。今年，全省提出力争全省粮食
单产再提 6斤的目标。“天府粮仓·百县千片”
建设行动是单产提升工作机制的重要创新。
会议指出，“天府粮仓·百县千片”建设结

果将作为重要指标应用于考核。各地要坚持
科学规划、合理选点，分片明确技术专家、实

施单位、建设地点和具体举措，以点带面、点
面结合，推动大面积单产水平提高。

努力实现小春“开门红”

春分已过，四川省农业生产全面进入大
忙时节。截至目前，全省已育播粮食 1520万
亩，进度符合预期。会议强调各地要抢抓有利
时节，按照“固基础、稳面积、提单产、减损失、
增效益”的思路，重点抓好小春田管、大春稳
面、单产提升、防灾减灾、督促考核五项重点
工作，全力以赴打好全年粮油生产第一仗，努
力实现小春“开门红”、大春“面积稳”、全年
“产量增”。另外，会议还对今年生猪生产、高
标准农田建设等工作进行了强调和安排。

今年，四川省将坚决稳住全省耕地总量，
持续实现全省年度稳定耕地净增加，有力支
撑建设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

□周韵尹翔 本报记者高明山李鹏飞文 /图

眼下正值小麦春管关键期，也是
病虫害高发期。连日来，绵竹市各种
植大户抢抓晴好天气，深入田间地
头，利用植保无人机开展小麦病虫害
飞防作业，助力春季田间管理，确保
小麦稳产增收。

近日，在富新镇贵丰家庭农场
里，连片的麦田绿意盎然，长势喜人。
农场主江国平正在进行农药配比与
无人机起飞前的准备工作。伴随着螺
旋桨的轰鸣声，两台植保无人机腾空
而起，在麦田上空来回穿梭，将雾化
的农药均匀喷洒在田间麦苗上。不到
半天，上百亩麦田便喷洒完毕。
“使用植保无人机飞防作业，不

仅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施药更加精
准，防治效果大幅提升，同时大大节
约了人工成本。”江国平在当地流转
了 700余亩土地种植小麦和水稻，每
到田间管理关键时期，需要花费大量
的时间和人力。如今，使用植保无人
机进行春管，每台每天可飞防 200余
亩小麦。除了喷药外，植保无人机还
能播种、施肥，实用性能极佳。
“我们农场有 5 台植保无人机，

除了自用外，还对外提供社会化服
务。近期主要是防治小麦赤霉病、条
锈病以及白粉病等，预计到 4 月中
旬，可飞防作业 1.5万亩。”江国平说。

调配农药、放置水泵、预设播撒
区域……在什地镇绵河村，伴随着急
速的“嗡嗡”声，一架无人机在麦田里

来回穿梭，旋翼下巨大的气流推动农
药雾流均匀散开，为小麦春季病虫害
防治送去了“及时雨”。 农业局技术
人员站在田埂上，仔细查看麦苗生长
情况，并就小麦除草施肥、病虫害预
防等与种植大户进行交流指导。
“今天我们组织了 5架植保无人

机，在什地镇及周边开展小麦病虫害
防治，主要是向当地种植大户提供社
会化服务，同时解决零散田地以及农
村老人麦田病虫害防治难题。”绵竹
胤呈植保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刘永生
介绍，自今年 3 月中旬开始，合作社
防治面积已达到 4000亩，到了 4 月
防治面积预计达到 1.5万亩，一定程
度上带动了区域农业实现机械化、便
捷化、高效化。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无人机喷
药施肥已成为农田管理的新宠。高效
率的作业让农户从繁重的体力劳动
中解脱出来，享受到了科技带来的便
利和福祉。
“目前，全市植保无人机用量已

经达到 180余台，病虫害防治达到了
30余万亩次。”绵竹市农业农村局植
保站站长张光清表示，他们将继续按
照“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
针，充分发挥农技专家的作用，深入
田间地头，督促指导种植主体，抢抓
晴好天气，对全市小麦病虫害情况进
行监测预报以及田间管护，保证夏季
小麦丰产丰收。

近日，四川省南充市南部县定水镇二龙
场村村委会农家书屋里，朗朗读书声打破了
小山村的宁静。原来，这里正在举办乡村读书
活动。

二龙场村曾是典型的落后村、旱山村，如
今这个村旧貌换新颜，村民在乡村振兴道路
上底气十足。二龙场村蝶变的背后有着怎样
的故事呢？

农家书屋 村里有了新名片

“吹灭读书灯，一身都是月。人生在世多
读书，大好时光莫虚度。”当天，在活动现场，
村民高国先诙谐幽默的话语引人入胜。平时
爱好读书看报的高国先，积累了不少“墨水”，
只要村里举办活动，他都踊跃参加，主动分享
读书带来的幸福感。
“书籍是人类知识的结晶，是社会进步的

阶梯，是精神生活的盛宴。”与高国先一样有
读书爱好的八旬老人高吉书说，只要有空闲
时间，他都会和其他村民一起读书。高吉书介
绍，十多年前，村里没有文化活动阵地，村民
“等靠要”思想严重，农闲时，邻里之间常常为
一些鸡毛蒜皮的事而争吵。
“过去没有活动场所，村里召开群众大

会，只能选择在村民院坝里开。”二龙场村党
支部书记、村主任高明全说，2016年冬季，在
县委宣传部、四川峨影集团公司的帮扶下，积
极争取国家项目资金建起村办公楼房和文化
院坝，办公楼内有会议室、农家书屋、便民办
事大厅、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文化院坝配备
有电影放映器材及体育健身器材、篮球架、音
响、书籍及其他附属硬件设施。这样一来，村
民有了文化活动室与活动广场，能综合开展
文化、体育、科技、卫生、党员教育等活动。村
里还通过村民大会鼓励、引导村民发展小养
殖、小买卖、小作坊、小庭院经济等，实现经济

建设和文化发展两手抓、两手硬。村民的日子
一天天好起来，村里举办的文体活动也逐渐
多了，文化院坝成为村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
的重要场所。

注入文化 丰富群众精神生活

谈及二龙场村文化院坝的建设和利用，
不少群众异口同声提到一个人，那就是田素
芳。田素芳热爱文艺，性格开朗大方。“过去，
村里几乎没有啥文化活动，生活很枯燥。”田
素芳说，如今，有了文化院坝作舞台，每天广
播准时响起，20余名老老少少齐跳坝坝舞，篮
球场、乒乓球场都有村民健身的身影。
“刚建起文化院坝时，很多妇女喜欢跳广

场坝坝舞，丈夫大多不理解。”田素芳说，村民
思想还是很保守，认为农村女人就应该在田
间地头干农活，在家里照顾老人和小孩。
“丈夫不理解，我就拽着他到村文化院坝

看看走走。”田素芳说，经过多次交谈，丈夫的
态度有了转变，不但不反对，还和她一起去文
化院坝组织村民学习政策法规、读书看报，参
加体育锻炼或者唱歌跳舞。
在田素芳的带动下，二龙场村越来越多

的村民走出家门。时间久了，大家就把田素芳
当作文化活动的主心骨，把文化院坝当成温
馨之家。“村里每年组织慰问老年人、春节大
联欢等活动，大家主动献计献策、自编自导节
目上台演，图个热热闹闹。”田素芳说，众人拾
柴火焰高，每逢重要时节搞活动，村里的群众
聚集起来，文化带火了二龙场村。
“邻里之间拉近了距离，互相了解，关系

更加和谐。”高明全介绍，近年来，该村持续大
力开展“四倡四树”为主要内容的活动，发挥
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禁毒
禁赌会等群众组织作用，推进移风易俗，涵育
二龙场村文明新风。

文化铸魂 助力乡村振兴

文化帮扶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
振兴的重要精神支柱。二龙场村脱贫户高怀
朗文化低，缺资金缺技术，一家人挤在几间
低矮房子里。但是高怀朗不等不靠，常到村
委会借阅养殖方面的书籍，向村里致富带头
人请教“致富经”和网络学习，养成了学习的
好习惯。
“以前完全没想到，不出村就能学到种养

技术知识。”高怀朗表示，通过学习，他每年种
植小麦、油菜等 10余亩，养猪 4头、鸡鸭 20余
只，家庭人均年收入超万元，日子越过越红火。

像高怀朗这样的村民，村里还有不少，他
们不等不靠、自力更生改变家境的同时，时时
刻刻感恩党和国家对他们的帮扶。
“如今，村里文化院坝成了最热闹的地

方。”高明全介绍，随着文化院坝建成，村民的
生活逐渐丰富起来，唱歌、跳舞、下棋、打球、
看书、看坝坝电影，山村和城里一样热闹。二
龙场村良好的村风、民风蔚然成风，文化铸魂
引领时代风尚。
“二龙场村的变化，只是南部推动乡风文

明建设的一个缩影。”南部县委宣传部文明办
主任李小红介绍，近年来，该县构建起了完善
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广泛开展群众喜闻乐
见的文化体育活动。通过把理论宣讲、关爱留
守、人居环境整治、助农帮扶、移风易俗、乡风
文明建设与群众文化活动紧密结合，积极倡
导健康、文明、和谐、向上的良好社会风气，丰
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该县按照“一
乡一院一品牌、一村一韵、一村一景”的要求，
在全县建成 250余个文化院坝。文化院坝成
为引领社会文明新风、展示优秀传统文化的
重要阵地，助力基层群众在乡村振兴的道路
上迈出铿锵有力的步伐。

□宋成均何锐本报记者庞贵唐文 /图

近日，四川省宜宾市长宁县工商
业联合会（总商会）在双河镇笔架村
举办 2024年首轮轮值活动———同心
聚力，助力乡村振兴。

此次活动以弘扬企业家精神提
振民营经济发展信心为主题，加强政
府、企业、金融机构多方沟通合作，增
进工商联会员之间的团结协作，共同
为长宁县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通过欧盟生物质颗粒燃料采购

项目的对接，让我更加意识到工商联
作为桥梁，实实在在地帮助企业，让
我们企业走出国门，产品直销海外。”
在会员企业交流发言上，长宁县大旗
竹业有限公司负责人蒯良友表示，企
业要想在市场立足，必须在各方面优
化自己，才能不断适应这个变化多端
的时代，而在这个过程中，工商联能
汇聚企业和政府的力量，打造良好的
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
力和创造了更多发展机会。

与会企业代表纷纷表示，在自身
发展的同时，将带动配套产业，支持
地方发展，积极履行龙头企业的职
责，造福当地，回报社会，助力乡村振
兴，为宜宾经济发展提质进位、加快
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贡献自身

力量。
“我们将充分发挥金融的杠杆作

用，在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上有所作
为，为长宁县乡村振兴、县域经济发
展等方面贡献金融力量。”在银企对
接活动上，长宁竹海农村商业银行负
责人向企业家介绍了企业的基本情
况、金融服务和优惠政策，表示将一
如既往积极参与长宁地方经济建设，
支持实体企业发展，与广大企业家一
起携手共进，共同推动地方经济繁荣
发展。

据悉，长宁县工商联作为连接政
府与企业的桥梁和纽带，积极响应宜
宾市委、市政府的号召，突出优化营
商环境主题，发挥自身优势，为企业
提供精准、高效的政策咨询和法律援
助服务，全力服务和支持企业发展。
“我们将发挥自身的组织领导

和桥梁纽带作用，强化服务意识，体
现担当作为，共同助力乡村振兴。”
长宁县工商联负责人表示，将紧扣
经济工作职能，围绕县域经济发展
中心工作，为企解忧，促进长宁非公
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
人士健康成长，助力长宁经济高质
量发展。

四川省绵竹市：
植保无人机成麦田春管新“主角”

宜宾市长宁县：
商会“架桥连心”激活振兴新动能

南充市南部县：
注入文化“营养”为乡村振兴“铸魂 ”

四川省将启动
“天府粮仓·百县千片”建设行动

近日，四川省华蓥市利用禄市镇、华龙街道月亮坡、山门口、上坝桥等村经整治后的荒山荒坡、石漠化土地和退矿复垦地发展
起来的 1万余亩蜜梨农业产业园内，满山遍野的梨树在春风春雨润育下，正芽嫩叶绿，花枝招展，把山村装点得生机盎然。

刘南贤特约记者邱海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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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林阳本报记者黄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