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眼四川，这两年热门城市非德阳莫属，除
了三星堆的火热，工业扛鼎的升温，也有对农业
的关注。

春风起时，德阳“农景”如画；秋风来时，德
阳稻谷满仓。

德阳，位于成都平原腹心地，三江过境，沃
野万顷，它是得天独厚的天府粮仓，也是敢想敢
干的改革之乡。

德阳是天府粮仓承载地，更是中国农村改
革策源地之一。

迈上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党中央着眼全面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了“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重大部署。

聚焦新使命，德阳提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
化步伐，加快建设现代农业强市，以农业农村的
高质量发展不断夯实德阳现代化建设根基。

聚焦新使命，德阳大力实施“藏粮于地、藏
粮于技”战略，坚决扛起“天府粮仓”大旗，加快
成都平原“天府粮仓”核心示范区建设。

使命扛鼎成果——德阳已发展规模种粮主
体6000余家；在永久基本农田中建成高标准农
田212.5万亩，居全省第一；全市粮食单产居全
省第二，小麦单产居全省第一，粮食人均占有量
保持全省第三，再创西南地区百亩规模小麦亩
产600公斤新记录。德阳获评全省首批乡村振
兴先进市……

从顶层作战到春耕播种、从守护安全到美
丽乡村……一场春雨初歇，德阳大地满眼新绿，
绘就出一幅新时代的“农耕图”。

一张“作战图”

春耕始，万物生，春气融融，舂锄扑扑趁春
晴。

松土、育苗、起垄、定植……在德阳广袤田野
上，农民身影忙碌，农机隆隆作响，一幅人勤春来

早的画卷正徐徐铺展。
春有油菜花黄，夏有麦浪滚滚，秋有稻海滔

滔，冬有蔬菜荟萃。在德阳，无论哪个季节，都不
曾辜负“天府粮仓”的美名——

德阳市夏粮单产居全省第一，人均占有量持
续保持全省前三，油菜单产居全省第一，粮食平
均单产居全省第二，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水平
居全省第二；中江县连续16年位居全省第一产粮
大县。筑牢现代农业发展支撑，打造中国“种子芯
谷”，建成水稻（油菜）“双季”制种示范基地 5万
亩；打造西部农机装备高地，德阳造农机装备出
口东南亚，远销非洲……

成绩背后，既有先天条件，更有德阳儿女后
天的不懈奋斗。

省委提出打造新时代“天府粮仓”的新愿景，
为乡村振兴工作锚定方向、守好底线、注入动能。

接令而动，德阳抢抓顶层设计，将乡村振兴
纳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德阳“五大战略”，
凝聚起上下贯通、一抓到底的工作合力。

按照“一年见改变，三年有成效，五年大变
样”思路，出台《德阳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成德同城乡村振兴示范带规划》《德阳市“十四
五”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规划》，全面推进全省首
批镇村规划试点，加快乡村分区划片和规划编
制，绘就农业农村发展蓝图。

全力推进天府粮仓建设，在全省率先出台
《打造更高水平“天府粮仓”德阳片区实施意见》，
全面推进丰产、科技、绿色、智慧、致富“五大粮
仓”建设，以高产示范带动全域增产，推动粮食产
能再上新台阶。

一片“春种图”

春耕备耕，机器轰鸣，田间地头，发展现场热
气腾腾；

旌阳区新中镇的旌秀桂花智慧农业产业园，
无人旋耕机正按照程序进行春耕作业；

中江县黄鹿镇连片油菜花蔚然成海，漾起层
层金色波浪，不远处，无人机正在巡田管护；

罗江区鄢家镇回龙场村，高标准农田项目建
设现场热火朝天，工人、挖掘机齐上阵，在平整成
型的农田边进行田坎护坡作业……

多种粮、种好粮。在省广汉市三水镇宝莲村，
种粮大户廖小兰每天忙着驾驶植保机，在田间来
回穿梭作业，为小麦科学精准施肥、打药。在她的
身后，成片的小麦长势旺盛。

作为新型职业农民，廖小兰不仅种植小麦，还
是水稻种植大户。她在去年种植了603亩水稻，总产
量达到了360余吨。今年，在中央一号文件惠农补贴
政策的激励下，她将种植面积增加到840余亩。

“我的小麦选用的是丰产性、抗逆性好的优
良品种，播种后施入腐熟的有机肥，搭配少量复
合肥，这是高产的保障。”廖小兰说，“在中央惠农
政策的支持下，在党委政府的帮助下，相信今年
一定会有更好的收成。”

扶持政策一年比一年好，种粮大户的积极性
也一年比一年高涨。三水镇的农田承包面积从
2020年的7000余亩，增加到现在的9000余亩。

廖小兰的背后，是德阳儿女对打造“更高水
平天府粮仓”的使命担当。

作为“天府粮仓”重要承载地，德阳把春耕备
耕作为抓好农业生产的“重头戏”，大力推动藏粮
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落实落地，全力以赴打好粮
食生产的“第一仗”。

德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春季农业生产，
新年伊始就对今年粮食生产积极谋划部署，提出
具体目标和举措，坚持产量产能一起抓、数量质
量一起抓、生产生态一起抓，全方位夯实粮食安
全根基。根据计划，2023年德阳大春粮食播种面
积 336万亩，其中水稻 180万亩、玉米 91万亩、大
豆35万亩。

起步就是冲刺、开局就是决战的态势已然形
成。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正有条不
紊地推进。

一幅“护粮图”

有了天府良田，才有“天府粮仓”。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高质量守耕地、抓良
田，是确保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的关键。

在中江县广福镇铜山村，一块块耕地井然有
序，放眼望去是一大片良田，很难想象去年这里
还是杂草丛生的景象。

“去年以来，我们村复耕面积达到200多亩。”
铜山村党支部副书记张辉富对新一年的农业生
产充满了信心，“我们已开垦出村上 80%的撂荒
地，这些土地是村上农村产业发展的重要资源，
盘活土地资源，才能确保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在什邡市马祖镇复兴村，一块块农田平坦整
齐，绿油油的麦田一望无际。“农田经过改良后，
现在可以采用现代机械进行耕作，也可以实现高
效灌溉。”当地一家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小波说，他
承包的 1800余亩农田在去年实施了高标准农田
建设项目后，更利于机械化作业、精准灌溉，进一
步提高了粮食产量。

近年来，位于“天府粮仓”核心区的德阳始终
把粮食生产作为头等大事，守住粮食生产的“命
根子”，守牢耕地保护红线，全力高效推进良田建
设，在全省率先推行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质量潜
在缺陷责任保险机制，在永久基本农田中建成高
标准农田 212.5 万亩、占比 73.6%，居全省第一；
2022年，德阳实施“五良融合”宜机化改造 3.5万
亩，整治清零撂荒耕地 6.84万亩，优化改造农业
种植园地3.35万亩。

同时，德阳坚决落实“长牙齿”的耕地保护措
施。守牢耕地保护红线，建立市县乡村“四级”田
长制，出台“1+4+1”“非农化”“非粮化”、撂荒闲置
土地问题整改工作方案，开展耕地保护专项督查
整治行动，确保良田姓粮、农田姓农。

放眼孕育丰收的广袤大地，为守好沃土良
田，德阳持续筑牢天府粮仓“耕”基，打造更高水
平“天府粮仓”，把“中国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
的底气不断增强。

一本“农美图”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曾经，五柳先生笔墨感染了多少人的梦乡。
随着高质量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推进，

德阳也催生出更多美丽乡村。
走进德阳广大乡村，但见座座宅院错落有

致，条条道路四通八达，房前屋后干净整洁……
德阳无处不桃源。

在绵竹，年画村里，道路两侧草木葱茏，村民
小院墙上的年画娃娃憨态可掬，成了一道亮丽的
风景线……

为打造乡村旅游，2016年，年画村年画路由
原本的7米宽扩建到现在的10米，并且增加了供
游人骑自行车的绿道等设施。“道路通，百业兴”，
提档升级后的年画路不仅方便了大家出行，也为
当地村民铺筑了致富路、幸福路，成为到绵竹旅
游的“打卡地”。

在旌阳区，孝感街道红伏村实现了美丽田
园、幸福家园、开心乐园的美好愿景，也成为城乡
融合发展的典范……红伏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
任尹显东说，在人居环境整治中，大力开展人居
环境整治，实施村庄绿化、庭院美化、彩钢整治、
厕污共治。

近年来，德阳市在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上
持续发力，加快乡村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构建“2+
N+X”片区专班架构和“1+4+N”规划体系，完成
28个乡镇级、45个村级片区规划编制，推动片区
一体化发展。

德阳制发《德阳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
年行动实施方案》，深入实施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五大”行动，制定农房建设通用图集，加快补齐
短板，提升村容村貌……

一系列措施有力落实，让德阳农村人居环境
得到全面优化提升，在确保乡村既有空间完整性
和设施现代性的同时，还留住乡风乡韵乡愁，擦
亮和美乡村底色。

产业兴、乡村美、农民富，乡土中国铺展新画卷。
德阳正凝聚力量，推动农业提质增效、促进

农民增收致富，以妙笔丹青书写着气势磅礴的乡
村振兴新篇章。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闫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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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产业赋力——
保产值、建基地、树品牌、强文旅

近年来，雅安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茶产业
发展，坚持把茶产业作为特色优势产业、乡村振
兴重点产业来抓，雅茶产业发展成效显著。

雅安茶园面积、产量、产值均居全省前列，
良种化率、标准化率、园区化率等指标均名列全
国前茅。全省茶园总面积 590万亩左右，茶叶产

量39万吨，综合产值达到1080亿元。其中，雅安
市茶园面积100万亩，茶叶产量11.48万吨，综合
产值超过220亿元。

雅安茶基地建设水平也属全国一流。全省
绿色食品（茶叶）面积 117.25万亩，茶叶认证绿
色食品 516 个。雅安市绿色食品（茶叶）面积则
有49.55万亩，其中全国绿色食品原料（茶叶）标
准化生产基地达 45.8万亩，茶叶认证绿色食品
339个，认证数量位居全省第一；雅安市名山区
建成全国最大的良种茶苗繁育基地，茶苗繁育
年出苗15亿株，位居全省第一。

同时，雅安还打造出了“蒙顶山茶”金字招
牌。“蒙顶山茶”区域公用品牌在 2017年首届中
国茶业博览会上荣获“中国十大区域公用品
牌”，排位第四，2022年品牌评估价值达43.99亿
元，连续六年保持“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
十强”；雅安藏茶品牌价值22.04亿元，位列全国
品牌前列。

在这些亮眼数据的背后，离不开雅安市对
龙头企业的培育。全省省级以上茶叶农业产业
化经营重点龙头企业104家，雅安市就有25家，
在全省各市州中最多。雅安市名山区茶叶现代
农业园区被省政府命名为四川省五星级现代农
业园区，雨城区藏茶现代农业园区被评为省四
星级现代农业园区。雅安全市建成茶叶集中加
工园区7个，同样为全省各市州最多。

“雅安茶旅融合发展水平领跑全国，打造了

全国首个百公里百万亩乡村振兴茶产业带，成
功创建全国首个国家茶叶公园，已持续举办十
八届蒙顶山茶文化旅游节。”四川省农业农村厅
首席茶业师段新友介绍，不仅如此，雅安还建成
蒙顶山、红草坪、牛碾坪、月亮湖、中国藏茶村、
云台山国家茶叶公园等茶旅综合体，成为国内
茶旅热点。

茶文化赋魂——
重传承、育人才、促转化、多宣传

2022 年 11 月，“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
关习俗”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其中，四川的两个项目——
蒙山茶传统制作技艺、南路边茶制作技艺，都来
自雅安。

近年来，雅安市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
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深入推进非
遗保护利用和传承发展相结合，推动传统制茶
技艺进一步融入经济社会发展、融入人民群众
生产生活。把茶产业作为特色优势产业、乡村振
兴重点产业，大力打造世界茶文化发源地 IP，着
力构建茶文化传播、茶事体验、茶品牌塑造等全
产业体系。

“要加大对蒙山茶传统制作技艺、南路边茶
制作技艺为代表的传统制茶技艺的保护、传承
和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和文化旅游强市建设。”

雅安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副局长孟水明表示，
雅安将不断发挥非遗大师工作室传承教育功
能，传承人亲自带徒传艺，建设老、中、青人才梯
队，夯实传承基础。认定一批技艺出众的传承
人，鼓励支持传承人面向社会收徒传艺。培育和
推广“雅州茶师”特色品牌，依托高校、项目保护
单位、行业协会、企业，常年开展传统制茶技艺
及茶文化培训，提高从业人员专业技能水平。

同时持续深化与清华大学、四川大学、湖南
大学、四川农业大学等高校开展深度合作，推动
雅安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进一步发展，全面提
升传统制茶技艺转化生产力效能，推动茶产业年
总产值大幅增加。积极促成茶叶龙头企业与省内
外高校开展深度合作，赋能茶产业发展；鼓励支
持市内高校开设制茶技艺相关专业和课程，与非
遗传承人及企业合作建立创业实习实践基地。

此外，雅安还加大传播宣传力度。鼓励支持
项目保护单位、企业、传承人利用新媒体平台宣
传展示传统制茶技艺。高水平举办“蒙顶山茶文
化旅游节”，积极参与成都国际非遗节，持续开
展雅茶博览会、蒙顶甘露、雅安藏茶专场品鉴推
介活动，进一步提升“蒙顶山茶”“雅安藏茶”知
名度、美誉度，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式宣传雅安传
统制茶技艺。

雅安利用丰富的茶文化资源，打造出一批
满足游客需求，具有非遗特色的旅游精品路线、
高端民宿、研学旅游。 （下转2版）

2022年
四川GDP达56749.8亿元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李洋）3月22日，四川
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发布2022年
四川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据统计公
报显示，2022 年四川省地区生产总值（GDP）达
56749.8亿元。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初步结
果，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2.9%。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5964.3 亿元，增长
4.3%；第二产业增加值21157.1亿元，增长3.9%；第
三产业增加值 29628.4亿元，增长 2.0%。三次产业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 16.6%、48.0%和
35.4%。三次产业结构由上年的 10.5∶36.9∶52.6调
整为10.5∶37.3∶52.2。人均地区生产总值67777元，
增长2.9%。

四川经济日报雅安讯（记者 庄祥贵 程强）
3月 21日，正值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四个节气春
分。天全县首届“二郎山”高山白茶采摘节活动
在兴业乡柑子村举行。现场，举行了柑子村村级
劳务公司成立揭牌仪式。兴业乡 8个村的 21名
代表参加了天全县“中国梦·劳动美”高山白茶
采摘大赛。

据了解，该活动的举办地柑子村正规划打
造万亩高山特色茶叶基地，计划总投资 2.4 亿
元，已建成投产3000亩、初产3000亩，4000亩在
开发，已建成全县最大最现代化的茶叶加工厂，
日加工超两万斤。荣获了全省“合并村集体经济
融合发展试点先进村”称号。

活动当天，在精彩的茶艺表演过后还举行
了柑子村村级劳务公司成立揭牌仪式，仪式过
后天全县“中国梦 .劳动美”高山白茶采摘大赛
也火热开赛，来自天全兴业乡 8个村的 21名代
表参加比赛，比赛时间30分钟，最后由专家老师
们称重、点评决出名次。

“柑子村的茶以其‘有故事、有味道、有内涵、有
文化’的鲜明特质独占鳌头、独具芬芳，雨后烹茗千
家醉，风过柑子带茶香。”天全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杨浩表示，天全将始终把柑子村茶产业作为践行

“两山论”的重点产业样板产业来打造，坚定不移做
大茶规模、提升茶品质，用心用情服务茶业、创新茶
科技，不遗余力做强茶品牌、弘扬茶文化。

达州出台“八条措施”实施细则
力争全省粮食产量“十一连冠”

四川经济日报达州讯（记者 赵权军）近日，
达州印发并实施《构建撂荒耕地整治长效机制
推动粮食适度规模经营八条措施实施细则》文
件，用政策手段支持村集体经济组织开展撂荒
耕地整治、种粮主体开展粮食生产适度规模经
营、农技人员创新创业、对生产一线开展技术指
导服务等，助力达州全力争夺全省粮食产量“十
一连冠”。

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近期发布数据，
2022 年达州全市粮食总产为 319.6 万吨，已是连
续十年保持全省第一。近年来，粮食稳产增产是首
要任务，达州集中开展撂荒地整治，建设高标准农
田，整治耕地“非粮化”，攻坚水稻制种和再生稻推
广，推广免耕、直播、绿色防控等绿色节本高效技
术，保障粮食作物全面持续增产增值。

为充分激发种植主体和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此次达州印发的“八条措施”实施细则，重点支持
撂荒耕地整治、规模经营种粮补贴、农机装备累加
补贴、粮食生产社会化服务补贴、高标准农田建设
项目“先建后补”、政策性贷款贴息和完全成本保
险、规模经营主体入驻粮油园区、农业科技人员创
新创业等，还细化了每个项目的支持范围、标准条
件、申报审核流程、奖补兑现等内容。

此外，“八条措施”还明确提出，将为不同种粮
主体提供“耕种管收”社会化服务组织、自行投资
建设高标准农田的、规模经营主体入驻粮油园区
的、鼓励农业科技人员创新创业等进行补贴。

德阳：不负农时不负春 绘就新时代“农耕图”

天全：
春分好时节 开启“茶经济”

做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大文章

雅安：一片叶子致富一方百姓
四川经济日报实习记者 胡敏 李露萍

四川是茶叶大省，茶叶生产规模、茶产业
综合实力居全国前列。雅安市茶园面积、产量、
产值居全省前列，良种化率、标准化率、园区化
率等指标名列全国前茅。

雅安如何写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
大文章，推动产业升级、品牌升级、茶农增收，
实现“一片叶子富一方百姓”，对于全省茶产业
提档升级有示范效应。3月22日，在省政府新
闻办举办的第十九届蒙顶山茶文化旅游节新
闻发布会上，雅安市各级政府部门相关负责
人，省农科院、农业农村厅专家等聚焦雅安“茶
文章”，进行了立体式解读。

炒茶工人正在炒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