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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吹麦浪，遍地金黄，又是一年麦收时。近
日，在南充市嘉陵区金凤镇守塘湾村的小麦种植
基地里，两台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奔跑”在
金色的麦田中，小麦收割、麦穗脱粒、麦渣还田等
步骤一气呵成，奏响了乡村振兴的“丰收曲”。

……
“三夏”时节，阳光照耀之下，川东北丘区广

袤的田野上，金黄的麦浪与拔节生长的绿意交相
辉映，充满生机无限。

这份生机，来自南充农业的基础优势：南充
是全省农业大市，是国家重要商品粮保障基地、
国家优质商品猪战略保障基地，拥有 8 个“国字
号”现代农业示范区（园区），拥有 12个省星级园
区、总量排全省第1位，生猪存出栏量、禽蛋产量、
粮食播面均居全省第1位。

这份生机，来自南充农业的庞大规模：去年，
南充粮食播种面积866.6万亩、保持全省第一。出
栏生猪 607.6万头、连续四年居全省第一。今年，
南充力争继续在四川现代农业的版图上当“先
锋”，打“头阵”。

这份生机，来自南充农业科技的强力支撑：
南充，将科学技术作为现代农业的“关键词”，不
断推广应用新技术，发力农产品深加工。截至去
年年底，全市建有院士工作站4个，创建国家农业
科技园 1个，与中国农大、中国柑橘研究所等 10
余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开展科技研发合作30余
项。全市培育农产品加工规上企业已达205家，加
工年产值达698.3亿元。今年，南充力争新增加工
产能50万吨以上，并向着建成国家100亿元产值
加工示范园区的目标“扬鞭策马”。

这份生机，来自南充乡村振兴的良好态势：
发展现代农业，南充始终把农民增收作为落脚
点，不断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截至去年年底，
南充培育出农民合作社 9457个、家庭农场 2.5万
余家，辐射带动小农户 98万户，推动全市农民增
收增幅连续5年位居全省一方阵。

……
南充，上承华夏文明之开端，为“有果氏”之

国，数千年来，崇农尚农之风随着嘉陵江水奔涌
激荡，南充人民以勤劳善作、敦厚淳朴的性格，在
南充这片沃土上动情地演绎着农业生产的优美
旋律与动人篇章。

南充市委书记古正举强调，要全面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的
二十大精神和中央、省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紧紧
把牢建设现代农业强市这条主线，聚焦关键、突出
重点，全力推动农业大市向现代农业强市转变，奋
力开创全市“三农”工作新局面。

新时代、新征程、新作为。南充，正以切实有
效的行动和硕果累累的成效，徐徐绘就现代农业
的美好画卷。

做大规模 书写新时代更高水平的
“天府粮仓”南充答卷

日前，记者在南充市西充县鱼米之乡项目粮
油基地内看到，经过整治的田地连片成势，一条
条产业路、灌溉渠纵横交错。

“鱼米之乡项目是我县大力建设高标准农

田、打造35万亩粮食安全产业带的重要内容。”西
充县农业农村局局长赵建平介绍，2022年该项目
基地增产优质水稻约 2200吨、水产品 2000余吨，
实现“一田两用、一水双收、粮渔双赢”。

据了解，该县在高标准农田建设中，着力优
化田块布局，提升机械作业能力；新建产业路、机
耕路，完善田间渠系，配套蓄水设施等。目前该县
共建成高标准农田54.13万亩。建成区域内，农田
排灌能力达80%、农机作业能力达70%。去年全县
粮食生产总面积 85.85 万亩、总产量 32.64 万吨，
农业总产值达87亿余元。

这仅仅是南充做大现代农业规模，助力打造
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的一个缩影。

规模大，体现在多个“全省第一”的指标上，
同时也是南充现代农业产业给记者留下的第一
印象。有资料显示，2022年，南充以建成 300万亩
粮食安全产业带为统揽，推动粮食生产经营规模
化、标准化、产业化发展，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供
给保障能力、市场竞争能力持续提高。目前已建
成粮食安全产业带 150万亩，实现商品粮油总产
量 80万吨，为筑牢粮食安全“压舱石”、稳定农业
发展“基本盘”、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
作出南充贡献。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今年的中央一号文
件就明确提出“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强化藏
粮于地、藏粮于技的物质基础”，就是想说明，保我
国的粮食生产能力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关键。

5 月 18 日，省委书记、省委主题教育领导小
组组长王晓晖率省级领导干部赴眉山市开展主
题教育实地学习并集中交流。王晓晖指出，粮食

安全和耕地保护是事关国计民生的战略问题，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必须始终站
位全局、牢记“国之大者”，在新时代加快打造更
高水平的“天府粮仓”。

南充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按照中
央和省委、南充市委的决策部署，今年，南充将持
续发力，以“大手笔”在希望的田野上再创“新业
绩”：以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为抓手，
持续擦亮南充产粮大市金字招牌，加快建设现代
农业强市。其总体目标为：以300万亩粮食安全产
业带建设为引领，推动粮油产业东西两翼、脉状
扇面发展，建设一批 10 万亩以上带状核心示范
片、3万亩以上辐射带动片、0.5万亩以上产能提升
片，辐射带动全市现代农业加快发展。到2025年，
基本建成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健全的
300万亩粮食安全产业带；到2030年，粮食安全产
业带辐射带动能力持续提升；到2035年，基本实现
粮食安全和食物供给能力强、农业基础强、科技
装备强、经营服务强、加工能力强、抗风险能力
强、质量效益竞争力强的现代农业强市目标。

做强支撑 园区发力培育现代农业
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今年4月，农业农村部、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
公布 2023 年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创建名单的
通知》，南充市嘉陵区现代农业产业园入选国家现
代农业产业园创建名单。这一产业园的创建取得
了全省国省级园区创建的最佳成效、填补了全国

国家产业园中的蚕桑空白。5月，该园区再次入围
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实现双喜临门。

据南充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创
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过程中，南充坚持规划引
领，建设三产融合的特色园区，规划打造“一环、
两区、三园、两中心”：“一环”即农旅融合环线，

“两区”即蚕桑种植区和高粱种植区，“三园”即丝
纺服装产业园、桑产业生物科技园、白酒精深加
工园，“两中心”即管理服务中心、科技创新中心，
形成了创建国家级园区的“四梁八柱”。

聚链成群，龙头引领，以现代农业园区为抓
手，南充“农业大市”向“农业强市”强势跨越划出
闪光轨迹：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县级以上现代
农业园区 116 个，优势特色产业基地规模达到
412.6 万亩，园区数量和规模居全省第一，2022
年，入园发展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2.4万
元，高于全市平均水平的21%。

与此同时，在推进产业融合方面，南充市规
划建设了一批农业博览园、农业主题公园、农事
体验园、农产品电商园，打造了中法农业科技园、
八尔湖风景区等一批乡村旅游精品景点，2022年
全市休闲农业农副产品销售达21.3亿元，接待消
费者1981万人次，带动8.7万农户增收。

“现代农业园区建设是加快农业产业转型升
级、推进乡村振兴、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抓手。”
南充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南充将坚持
深度探索粮经统筹融合发展模式，持续用力打造
现代农业园区，推动南充由农业大市向现代农业
强市升级跨越，为打造“天府粮仓”丘区示范区贡
献南充力量。 （下转2版）

夯基础强科技话振兴

南充：农业大市向现代农业强市“蝶变”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张小星廖振杰许芸浩

初夏的清河村，像一块五彩斑斓的绿宝石镶
嵌在碧波万顷的嘉陵江边。两岸柏树、榆树绿得
逼眼，阳光透过高大的乔木射到草地上，像一根
根金色的琴弦在跳动，鸟儿的叫声婉转悠扬。刚
刚采收过麦子的田地里，农机轧过的痕迹清晰可
见，一条条、一道道，演绎着现代农业的乐章。站
在村委会的门口，视线越过农田、山头，看见嘉陵
江静静地躺在脚下，江面宽阔，江水碧绿，山水相
依，一幅绝妙的田园山水画。

驻村第一书记党文毅很喜欢这里，因为可以
让他感受到一份难得的宁静。他本是四川信息职
业技术学院的一名老师，2021年主动申请到广元
市苍溪县亭子口镇清河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投
入到乡村振兴工作中。因为在之前的脱贫攻坚工
作中表现优秀，学院党委选派驻村第一书记时，
首先就想到了他。学院领导告诉他，清河村是四
川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村，“责任重大，必须圆满
完成任务！”从那一刻起，他下定决心，再苦再累，
也要尽最大努力开展工作，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
力量。

清河村位于苍溪县西北面，距离县城 37 公
里，辖 4个村民小组，共 483户 1730人，属于刚刚
脱贫的偏远农村。距离中心城镇远，农副产品销

售不畅，经济产业不发达，农产品以传统的粮油
为主。到底从哪个地方开始工作呢？重点工作又
是哪些呢？住进村里，躺在床上，党文毅翻来覆去
睡不着，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和驻村工作队员一
起商量谋划。星星在天空闪烁，像是在给他们眨
眼睛，风儿从身旁掠过，像是在抚慰他们，不眠之
夜，思想的火花不时闪烁。

在村支书的带领下，党文毅带着驻村队员，
走遍了村里的每一个角落，了解情况，收集问题。
然后和村委会讨论解决问题的先后次序以及重
点改造和建设的初步规划，并及时上报四川信息
职业技术学院。学院领导班子高度重视，大力支
持做好清河村的乡村振兴规划。于是，一张清河
村乡村振兴发展规划图初步形成了。

规划的第一步就是解决交通问题。刚脱贫的
清河村，基础设施差，除了通往外界的一条乡道
是水泥路，村与组、组与组之间全是泥巴路，道路
狭窄不平，雨天泥泞遍地，出行不便。要致富，先
修路，党文毅和驻村队员一起把修路作为第一要
务汇报给学院，并且与村支书一道去县里交通部
门反复争取，终于筹集到资金，硬化了所有的村
组道路态。第一件事就办在了村民的心坎上，他
们直呼驻村工作队是能干大事的人。

接下来，驻村工作队因地制宜，利用村里的
自然资源，发展乡村旅游。该村有一方水库，说大
不大，说小也不小，却取了个响亮的名字“天池”，
这一下子就与新疆的天池、长白山的天池联系在
一起，可谓先声夺人。但此天池也非浪得虚名，清
河村海拔最低处400米，最高处800米，这样的高
低差取名天池也算名副其实。站在天池水库下
方，高高的堤坝耸入云天，煞是壮观。为了提升清
河村的乡村景观档次，四川信息职业学院根据驻
村工作队的建议，投入巨资围绕水库做文章，精
心打造乡村景观，把一个普通的水库打造成旅游
休闲的好去处——

环绕水库，凿山修建步道，道路全部硬化并
喷上环保彩色颜料，形成美丽的彩虹路。沿着步
道两边，栽种了3千多棵樱花及其他观赏植物，春
天时节，樱花盛开，草木芬芳，天池旁云霞映日，
青山伴樱花，绿水泛清波，游人开怀大笑，美景通
过微信、抖音等新媒体平台飞向四面八方。喜欢
垂钓的朋友，三五成群，散坐在天池旁，挥竿收竿
之间，鱼儿翻腾，欢声一片，好不舒心。

如今，每到节假日，到清河村的游客络绎不
绝。走在山清水秀的小村庄里，采几把鲜花，摘几
个枇杷，在嘉陵江照个相，来天池水库摄个影，钓

几尾鱼，吃点农家饭，享受大自然的恩赐，感受乡
村振兴的变化，心情格外放松。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驻村工作
队在走访清河村时发现这里的村民有常年养鸡
的习惯，虽数量不多，但因其绿色原生态，已形成
了一定的消费市场。“得到这一信息后，我们就和
村委会商量，将其作为产业来发展。”党文毅说，
在四川信息职业学院的大力支持下，很快解决了
鸡苗规模化繁殖的技术难题，帮助养殖户一次性
培育了 3000只绿壳蛋鸡鸡苗，全村 120多户人家
积极领养，每一个养鸡户按照鸡苗数量给予养殖
补贴，大大提高了农户的养殖积极性。为了保证
鸡蛋的品质，每家农户分散养殖，控制规模，有的
十几只，最多的二三十只，全部都是散养敞放。

“小规模养殖，确保鸡肉、鸡蛋质量，也不破坏乡
村的自然环境。”党文毅说道。这里的绿壳鸡蛋通
过网络销售及学院职工帮扶购买，已成为清河村
的拳头农副产品。一年下来，不仅让村民的荷包
鼓起来了，村集体也收入了1.8万元。

清河村的村民热情好客，这个季节，只要客
人坐进院子，黄澄澄的枇杷就摆上桌子，入口汁
水充沛、甜软可口，让人甜到心底。待人友善源于
这里有着良好的家风传承。村里多为张姓居民，

祖祖辈辈淳朴敦厚，邻里和睦，张家祠堂在历史
上对村民关系产生过积极的凝聚教化作用。四川
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在清河村调研后，着手规划打
造，把张家祠堂改造成清河村家风馆。目前，家风
馆修葺一新：原木穿斗结构，小青瓦，白粉墙，古
朴漂亮，传统的川北民居风格。在这里，人们可以
了解清河村历史文化、民间故事、名人乡贤，让勤
劳、勇敢、孝亲、友善的良好家风代代相传。

“还有好多工作要做。”党文毅和驻村工作队
的队员一刻都未松懈，在工作规划列表里排着：
在村委会脚下的石锣锅渡口，是红四方面军强渡
嘉陵江的重要遗址，可开发成红色文化教育广
场；石笼床地貌独特，石块天然整齐堆叠，形似蒸
笼，是一处天然奇观，其又处于嘉陵江畔，浩瀚宽
阔的江面衬托石笼床更加险峻巍峨，山借水势，
水借山形，可以打造成一处自然风景名胜……

“学院非常重视乡村振兴工作，2023年安排
了 160万专项资金投入清河村帮扶项目，我们更
有干劲！”党文毅干劲十足地说。从他的身上，我
们不仅可以看到了千千万万帮扶干部在乡村振
兴中忘我奋斗的缩影，更让看到了乡村的新生
机。因此，我们深信，乡村的明天一定会更好，祖
国的明天一定会更好。

清河村之夏
□ 曾庆渝

四川经济日报巴中讯（记者 何菊 文/图）5月 28日，
2023 年中国龙舟公开赛（四川·恩阳站）暨“划遍四川”
恩阳站（以下简称“恩阳龙舟赛”）在巴中市恩阳区龙舟
公园开幕。据悉，这是继去年举办“划遍四川”2022年恩
阳龙舟公开赛后，恩阳提档升级举办的首场国家级龙舟
赛事。

据悉，本次恩阳龙舟赛共设男子组、女子组和大众
组三个组别，共 36支队伍参赛。赛事共设有 100米、200
米和500米直道赛，男子组另设3000米绕标赛。经过激烈
的角逐，男子组福州长乐汇泉龙舟俱乐部以包揽100米、
200米、500米 3个直道赛第一，3000米绕标赛第一以及
总成绩第一的优异成绩创造了本场比赛的“奇迹”；女子
组总成绩第一名由华中科技大学龙舟队夺得。

近年来，恩阳区围绕全市突破发展文旅康养首位产
业和建设“两地三区”现代化新恩阳目标，依托城市周边
山体、水系，持续擦亮“米仓古道第一镇·红色恩阳”品
牌。截至目前，恩阳区先后成功举办 2016年四川省定向
锦标赛、2018年“环中国”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019年四
川省青少年举重锦标赛等各类赛事活动。

“这是一场充满惊喜的比赛。”四川省体育局相关工
作人员表示，无论是恩阳区自身的环境、赛事的有序筹
办，还是恩阳人对龙舟竞渡的热情，都为大家带来了惊
喜。这场以水为媒、以水铸魂的国际赛事，仅仅是恩阳谱
写水上运动的开端。相信乘着恩阳龙舟赛成功举办的东
风，恩阳河必将在全省开启水上运动热潮，为四川书写
水上运动新篇章贡献恩阳力量。

强降雨来袭

我省紧急避险转移1.6万余人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王炎）5月29日，记者

从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获悉，截至 5月 29日
8时，本轮降雨四川共提前避险转移 16430人，无
人员因灾死亡失踪。

据悉，5月26日至5月28日，中央气象台连续
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四川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
雨。“在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全省上下快速反应、周
密部署。”省防办表示，每日向各市（州）防办、省防
指有关成员单位和省级救援队伍发送风险提示
单，提前组织雨区市、县防办召开专题视频调度
会，安排部署防范应对工作；对降雨落区开展滚动
调度，共抽查调度 27 个县（市、区）防办、42 个乡
（镇、街道）值班值守和工作安排落实情况；抽查提
醒成达万高速铁路、西渝高铁康渝段等28个建设
工地营地，要求密切关注降雨趋势，及时启动预
案，提前撤离人员，落实落细防范应对各项措施。

作为本轮降雨主雨区，达州市各级各有关部门
全力迎战，达州市、通川区启动防汛III级应急响应，
万源市、宣汉县、达川区、渠县启动防汛Ⅳ级应急响
应，全面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及时转移受威胁群众，
无一人因灾伤亡。

2023年中国龙舟公开赛（四川·恩阳站）暨“划遍四川”恩阳站开桨

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