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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盱眙县穆店镇的大圣片高

标准农田项目区，一眼望去，田间道

路又宽又直，田下沟渠四通八达。

“我们出台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

办法，做到高标准农田竣工验收后，

要立即落实建后管护实施主体，完善

后续监测评价和跟踪督导机制，及时

有效修复损毁设施设备。”盱眙县穆

店镇维桥社区党总支副书记万春玉

介绍说，村里实行网格化管理模式，

每亩地收取50元的管理费用，安排

专门网格员负责巡查发现问题，做好

管护记录。

高标准农田建设“三分靠建、七

分靠管”。管好、用好高标准农田是

关键。为此，我市先后印发《淮安市

农田基础设施工程管护实施方案（试

行）》《关于做好全市土地征收成片开

发等占用高标准农田补建工作的通

知》，强化高标准农田建后保护与管

护。对已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实行“上

图入库”管理，同时指导县区建立健

全“县负总责、乡镇落实、村为主体、

所有者管护、受益者参与”的工程管

护机制，落实管护责任，建立管护经

费保障机制和标准，确保项目功能长

久稳定发挥。在此基础上，优化调整

高标准农田项目区种植业结构，以建

成项目为载体，积极推动土地流转，

加大农业龙头企业招引培育，在项目

区推广运用先进农业技术和农机装

备，加强耕种收全程械化率，引导新

型经营主体精准生产，科学解决农田

谁来种、种什么、怎么种的问题，全力

提升项目综合效益。

记者了解到，2022年，我市获批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81个，治理面

积59.1万亩，项目涉及7个县区53个

乡镇（街道）。目前，总体进度已达

35%，计划年底前基本完成主体工

程，明年5月底完成全部建设任务。

●建管并重 立足长远

稻田千重浪 乡间好“丰”景
我市高标准农田建设稳步推进

眼下，洪泽区岔河镇滨河村高标准农田内的水稻迎
来丰收季，村民们抢抓晴好天气开镰收割，确保颗粒归
仓。“以前，种水稻是望天收，亩产不高，改造成高标准农
田后，灌溉时通过泵站打水，低压输水管道直接把水输
送到田间地头，夏天的干旱对稻田没有任何影响。今
年，我家350亩水稻亩产1200斤不成问题。”看着丰收
的稻田，滨河村水稻种植大户陈尧顺乐呵呵地说。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巩固提升粮食安全保障能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
要基础工程。今年以来，我市积极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
有关“吨粮田”建设决策部署，以强基础、提产能、促增收
为目标，持续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突出“数量、质
量、生态”三位一体要求，不断完善农田基础设施配套，
强化耕地质量提升，创新建设管理方式，释放项目建成
效益，为促进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奠定了坚
实基础。 ■融媒体记者 左文东 通讯员 刘明爱 王宇

日前，记者在洪泽区岔河镇唐圩

村看到，田成方、路成网、沟相通、渠

相连的高标准农田整齐排列着。“经

过高标准农田项目的改造实施，我们

村土地流转得到彻底改善，从原来的

每亩850元上涨到了1400元，发包

总收入提高了近70万元。”唐圩村党

总支书记徐成柏告诉记者，管理高

效、用水用肥又规范，“好粮卖好价”

就成了现实。地更好种了，不少大户

抢着承包，村民、村集体都受益。

据介绍，唐圩村四圩组有1200

余亩耕地，原本地形南高北凹，田间

为土路，下雨农业机械无法下田作

业，导致白马湖边的优质田成了流转

不出去的“老大难”。通过高标准农

田建设，在引水河上修建渠首，排涝

河上修建退水闸，农渠上架起了4座

灌溉泵站，同时铺设了1800米低压

输水管道，彻底解决了田块高低不平

带来的用水难、排水难问题。同时，

浇筑起一横三纵的田间水泥路，总长

2805米，并建设农桥2座、路涵6座，

农业机械化完全实现。

土地孕育五谷，田野滋生万物。

为构建上下衔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

规划体系，我市将高标准农田建设规

划（2021-2030）纳入全市农业农村

现代化发展“十四五”规划系列，并经

市政府批复实施，为今后一个时期系

统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提供了行动

指南。同时，将全市分为徐淮、里下

河、丘陵三大农区，科学分析区域现

状，细化分区建设重点和建设内容。

县区结合各地实际同步编制县级十

年规划，深入分析现状和镇街建设需

求，围绕市、县（区）重点区域布局，明

确项目建设任务和建设时序，实现基

础设施配套与区域主导产业有效衔

接。值得一提的是，2022年的全市

高标准农田项目在继续做好绿化林

网种植基础上，积极推进试点建设，

全市探索开展灌排系统生态化改造

试点7个，洪泽区、涟水县、金湖县、

盱眙县开展耕地质量提升试点4个；

金湖县、盱眙县开展新增有效耕地增

加村集体经营收入试点5个。通过

科学施策、综合治理，精心打造“田成

方、树成网、渠相通、路相连、旱能灌、

涝能排”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区。

●规划引领 科学推进

淮安市大道科技农业有限公司

负责人唐亮是淮阴区马头镇黄河村

远近闻名的农业种植小能手。2020

年他来到黄河村发展辣椒产业，刚来

的时候信心满满包了1000亩地种辣

椒，可是第一个夏天就让他损失惨

重，原来他承包的地块高低不平，雨

水大了排不出去，辣椒受淹严重，产

量锐减。2021年黄河村实施了高标

准农田零散地治理项目，总投资250

万元，建设灌溉泵站一座，喷灌设施

若干，平整土地和改良土壤400余

亩，并将涉及的排涝沟疏浚硬化，配

套相应的进出涵洞15座。今年4月

该项目顺利通过验收。

“所有辣椒都是订单种植、保护

价收购，种植户没有任何风险，今年

我流转土地种植，就是想给群众做个

示范。我的想法是继续扩大辣椒种

植面积，带领更多村民奔向富强路。

现在灌排设施有了保障，收成也就有

了保障，再也不用怕旱涝灾害了，动

动手机就能打开喷头灌溉，实在是太

方便了！”唐亮说，下一步，他打算采

用村民出力、公司出钱出技术的方式

进行合作，“一户人家有两三个人就

可以包个十亩地，从种子到技术再到

销售，我们实行一条龙供给服务，村

民只要负责种植就行了。”唐亮给记

者算了一笔账：一亩“椒凰”产量

7000斤左右，按照最低收购价每斤

0.7 元计算，一亩地的产值是 4900

元，“10亩地至少收入49000元，对

于普通农村家庭而言，是一笔不错的

收入。”

我市推行“先流转后建设，先平

整再配套”建设机制，鼓励县区新成

立或依托现有农业平台公司，联合项

目镇街先行组织推动项目区土地流

转，由村集体、农业公司、家庭农场、大

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按单体规模不

超过1000亩发展适度规模经营，通过

有序引导，力争乡村振兴“三级先导”

区内项目土地流转率提升至90%以

上，其他项目区提升至85%，农民土地

流转后持“地票”合法取得租金收入。

土地流转完成后，结合村庄撤并、公共

空间治理腾退出来的土地适时组织平

整，填平废沟呆塘，打破原有田埂、废

弃道路，实施“小田并大田”，为项目整

体规划建设创造条件，流转及平整溢

出土地建档立册，划归村集体名下统

筹经营，增加村集体收益。

●规模连片 打造精品

在电脑前，他能连续1个多小

时编写程序，调试各种智能设备；

在实验桌上，他能耗时8小时用瓦

楞纸模拟出液压机械臂。他就是

淮安市周恩来红军小学六年级的

学生王淙润。11岁的王淙润近日

荣获2022年第四批淮安市“新时

代好少年”称号。

理论学习很枯燥，但基于兴

趣，王淙润坚持学习计算机操

作。为了学好Scratch、Python、

C++等编程语言，他自学了小学

英语和初中英语，积累了大量词

汇，参加了多项比赛，曾荣获“蓝

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

人才大赛青少组江苏赛区一等

奖、全国总决赛二等奖；在全国青

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第一轮

中获一等奖。“让自己的创意变成

现实，真的很棒。”“小创客”王淙

润说。

不仅如此，王淙润还学习了

计算机硬件维护、无线电学、机械

模拟等知识。他通过自学高中物

理教材、查阅相关资料、动手操

作，自制了矿石收音机、机械密码

锁、硬币分拣机、液压机械臂等，

并将机械动力原理拍成视频与同

学分享，科普机械知识。“学习和

实践只是最基础的，想创新不容

易，但我会尝试下去。”每当听到

称赞声时，他都这样勉励自己。

在学校，王淙润也一样很努

力。他尊敬老师、团结同学，勤奋

进取、富有爱心，学习成绩优异，

多次在学科知识评比中获得综合

项目金奖，学科一、二等奖。他还

积极参加各种公益活动，是一个

爱学习、有担当的好孩子。

“虽然我不知道将来能够做

成什么，但我要从小立志，学习科

学家们的报国精神，通过信息化

让人们的生活更便捷。”王淙润

说，他的座右铭是：“出发，其实没

那么简单，那一刻我走在两条路

上，看得见的在脚下，看不见的在

心底。”

“我将用实际行动展示新时

代好少年的风采，好好学习科学

文化知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做一个有理想的少年，与祖

国一起向未来。”王淙润说。

■融媒体记者 杨春阳
通讯员 盛杰

本报讯 近日，淮安海关发

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我市实现

外贸进出口总值319.4亿元，同比

增长（下同）16.7%。其中，出口

237.9亿元，增长21.4%；进口81.5

亿元，增长4.9%。外贸体量创历

史新高，自2020年三季度以来连

续9个季度进出口同比正增长。

从进出口产品看，传统优势

产品出口稳步增长，部分生产原

料进口增加。前三季度，我市出

口劳动密集型产品61.4亿元，增

长15.4%；出口电子、通信以及储

能类产品51.7亿元，增长12.6%；

出 口 化 工 品 38.6 亿 元 ，增 长

50.8%。与此同时，棉花、集成电

路、乳粉、化工品等生产原料进口

分别增长 46.3%、11%、5.7%和

6.4%。

从贸易伙伴看，对美贸易明

显回暖，对RCEP区域国家进出口

稳步增长。前三季度，我市对欧

盟、东盟和美国前三大贸易伙伴

进出口 57.2 亿元、53.9 亿元和

47.4亿元，分别增长19%、6.9%和

30.7%。同期，我市对RCEP区域

国 家 进 出 口 105 亿 元 ，增 长

10.7%，占外贸的比重为32.9%。

其中，对韩国、日本进出口23.1亿

元、19.9 亿元，分别增长 13%、

38.1%。此外，前三季度我市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95.8

亿元，增长13.7%。

从经营实体看，有进出口实

绩企业数量稳步增加，实体型企

业支撑作用突出。前三季度，我

市有进出口实绩的外贸企业1063

家，较去年同期增加86家，增长

8.8%。其中，实体型企业进出口

281.8亿元，增长20.9%，外贸占比

为88.2%，占据主导；贸易型企业

进出口37.6亿元。此外，前三季

度，我市台资企业进出口104.7亿

元，增长 4.4%，占外贸比重为

32.8%。 ■融媒体记者 唐筱葳
通讯员 李应彬

前三季度
我市外贸进出口稳步增长

出发，没那么简单
——记新时代好少年王淙润

近日近日，，农机手在清江浦区黄码镇稻田收农机手在清江浦区黄码镇稻田收
割水稻割水稻。。 ■■融媒体记者融媒体记者 赵启瑞赵启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