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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研数字
乡村大脑

当前正值稻水象甲防控关键时期，井研县千
佛镇瓦子坝村“五良融合”基地里，工作人员正在
操作无人机进行空中作业，低毒农药均匀地撒进
稻田里。这是井研打造的粮油数字化示范基地，
也是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支持的项目之一。

今年，井研县依托试点试验项目开展病虫害
防控示范区1.8万余亩次，辐射带动全县10万余
亩水稻实现统防统治。

绿色防控技术大面积推广应用，井研农民种
植效益实现了“一减三增”，每亩农作物防治成本
降低约50元，农作物产量增加60公斤，绿色防控
农作物的价格比同类农产品价格高10%—15%，
群众每亩增收300余元。随着绿色防控各类措施
的推进，全县化学农药施用量逐年递减，主要农
物病虫害绿色防控率达到60%，有效地减少了对
空气、土壤、水体的污染，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社会
效益的双赢。今年,全国水稻绿色防控技术推广
现场会、全省水稻重大病虫害及检疫性病虫害防
控现场培训班在井研县召开。

井研率先构建“物联网+大数据+AI”的数字
农业生产管理体系，建成“一中心、一平台、一体
系、一基地”，即：智慧农业指挥中心、农业生态循
环数字化管理平台、农业全产业链数据标准体系、
数字化示范基地（粮油数字化示范基地）。由农村
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支持的重点项目，为井研现
代农业插上腾飞的双翼。

来到现代化十足的井研农商互联集配中心，
记者在智慧农业指挥中心显示屏前，体验“数字
农业”的方便与快捷。

“近期雨水增多，请及时排水防涝。”“水稻二

化螟高发期，尽快采取防治措施。”这是数据远程
软件平台在粮油数字化示范基地的报警信息，智
慧农业指挥中心收集信息后，责成相关部门告知
合作社及农户，采取科学措施进行科学管护。

县农业农村局相关同志介绍道，通过园区内
物联网设施设备，实时采集监测气象、土壤墒情、
虫情等相关数据，采用AI智能运算汇总分析，对
处于不同季节周期的不同农作物提出预警和种
植建议，通过手机APP“井研智农”定点推送给种
植业主，为农业生产提供人工智能辅助指导。自
今年2月上线以来，共预警153条次，提出生产种
植建议517条。

“把论文写到祖国大地上。”来到四川果味来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数字农业在柑橘园的“黑科
技”处处皆有，现代种业给柑橘产业带来无穷的
生命力。由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支持的自
动化伸缩大棚，基地管理人员杨洁足不出户，远
程操控，一个手机，就让自动化伸缩大棚张开双
臂，遮住的炽热的阳光。“我们种植的甘平面积有
430亩，最容易裂果，自动化伸缩大棚实时控温，
减少裂果率。”杨洁介绍道。

标准化基地、数字化转型、精细化营销，农村
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涵盖了农产品生产到销售
的各个环节，对涉及项目所需资金奖补到位、精
准滴灌，覆盖了现代农业产、供、销。

精准市场定位、拓展线上营销、全程监管溯
源，“井研造”特色农产品优质优价，市场认可度
不断提升。8颗柑橘（甘平）售价180元，“圳品”
价格翻番，奇能大米走俏市场，“老农民”社会化
服务走向全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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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办事不出村，井研
模式全省点赞；关爱食堂，
赢得百姓称赞；积分超市，
改变了村容村貌。

走进千佛镇民建村，一
个环境优美的庭院——“翰
林禾下”不仅承担了“关爱
食堂”功能，更成为乡村“打
卡地”。民建村利用闲置农
房，通过项目资金支持，村
集体经济入股，引进业主经
营，业主每年向村集体分
红，业主自负盈亏。村“两
委”收集全村“一老一小”具
体情况，建立送餐需求人员
台账，餐厅负责饭菜烹饪，
志愿者送餐上门。“财政资
金支持改造了闲置农房，美
化了农村环境，建成了关爱
食堂，在扶助老弱困残的同
时，增加了村集体经济收
入，也助推乡村旅游发展。”
民建村支部书记宋李告诉
记者。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
镇。“网上办、掌上办、指尖
办”成为井研群众办事的常
态。井研县整合资源，以农
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项
目为契机，推动数字化赋能
政务服务提质增效，打通了
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如
今，在三江镇、千佛镇、宝五
镇，群众受益于数字化平台
建设，实现了县、镇、村联网
联审，医保、社保等民生领
域政务服务事项全程网办
率达 100%。下沉社保、医
保、民政等8个方面81项与
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
便民服务高频事项到村，其
中42项由代办帮办事项改
为村上直接办理事项，实现
村级服务“高频事项全覆

盖”。
通过村级便民服务站

点拓宽金融服务功能，实现
“农产品进城、工业品下
乡”，村民家门口就能享受
到快递、物流、金融服务。
深化“政务服务+金融”、“政
务服务+物流”战略合作，打
造农村金融综合服务站 70
个，吸引邮政、韵达、美团优
选入驻便民服务站，实现县
—镇—村三级物流网点全
覆盖。如今，百里粮油走
廊、柑橘百里产业环线周边
村级便民服务站的电商服
务点，让“井研造”农产品通
过网上销往全国。

“小积分”彰显大能量，
“小超市”带动新风尚。依
托省级财政农村综合性改
革试点试验资金，千佛镇千
佛村积分超市激发全民参与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养成
良好文明行为的好习惯。千
佛村利用中省扶持资金修建
村集体经济孵化园，引进业
主开办超市，同时利用项目
资金入股超市，超市每年向
村集体分红1.2万元，确保积
分“有物可换”。村“两委”制
定了《文明诚信积分管理实
施细则》，围绕律己守法、政
务村务、家庭卫生、创业致
富、环境保护、公益服务、党
建工作等7类 26项基础性
积分项目，规范村民日常行
为，奖惩结合，引导村民向
好向善。

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
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
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
业的美丽家园。如今，丘区
井研正浓墨重彩描绘出鱼
米橘乡的美好画卷。

财政资金精准滴灌

现代农业由点及面

2022 年，全省 21 个市州现场 PK 省级农村综合性
改革试验县，井研县代表乐山出战，成为全省3个试点
县之一。

行走在沃野井研，柑橘飘香，水稻拔节，数字农业
与现代农业同生共荣；田间地头，干净整洁，留住乡愁
与故乡的根与魂。

“在全省 181 个县中井研能够入围，实属不易。我
们抓住试点试验的政策机遇、历史机遇，精心编制项
目，夯实基础，补齐短板，精准对接，为‘北柑南粮’两
个百里产业环线夯基固本，全力打造‘天府粮仓’丘区
样板，推动井研从农业大县迈向农业强县。”县财政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试点试验，项目区的农业生产
基础设施得到改善，推动了农业产业化调整，数字农
业发展赋能，基础治理活力焕发、农村面貌焕然一新，
实现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色，预计今年项目
区人均增收600元。

经过 1 年多的试点试验，“井研模式”激活“天府
粮仓”一池春水。井研县委、县政府围绕创新富民
乡村产业发展机制、创新数字乡村发展机制、促进
农民增收机制、创新乡村治理机制四个板块，在宝
五镇、千佛镇、三江镇实施了 21 个子项目，通过 2000
万元项目资金，撬动市、县地方财政资金以及金融和
社会资本 1.466 亿元，全面推动农业强、农村美、农民
富。

脱贫攻坚解决了贫困人口的基础设施问题，乡村
振兴要完善区域基础设施，真正地补短板、夯基础。

“人均一亩地”的丘区井研，土地资源并不富足，面对
农村的“空心化”，如何留住人、培养人？在乡村振兴
的道路上如何走？通过试点试验，探索解决乡村振兴
中存在的难点和堵点，通过政策引领、资金支持，提高
耕作水平，奠定现代农业的基石，增强基层组织的活
力，让农民有收益、农业有奔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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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
作的总抓手。

财政资金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粮草军需”。2022年，省
财政厅启动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实施期限三年，采取三
年规划、分年度实施的方式。

井研县财政局相关同志表示，省级农村综合性改革试验，改
变了固有的资金分配模式，项目形成了闭环，资金形成了集聚，
部门凝聚成合力，发挥了财政资金的杠杆效应，用“2000万元”
撬动了“1.466亿元”。

改什么？怎么改？“财政资金的分配方式发生了根本性
改变，实现了财政资金与群众所需、部门所盼的精准对接。”
县财政局相关同志告诉记者，以前财政资金是“专款专用”，

有可能遇到“渠修好了水还不知道从哪里来”等现实问题，
部门之间没有形成一盘棋的整体意识。通过农村综

合性改革试点试验，地方政府统筹使用涉农资
金，提前编制实施方案，财政资金精准滴

灌。同时，从上而上的资金分配模式，

转变为从下至上的竞争模式，体现了财政资金分配方式的一
种转变。

在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中，井研县成立了由县委、
县政府主要领导担当“双组长”，县委、县政府分管领导担任
副组长，县级相关部门以及试点镇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领导
小组，县财政局局长兼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牵头研究制
定试点试验相关规划、政策及方案，统筹、协调、推进各项工
作落地落实。

县财政局结合粮油产业百里走廊工作安排，制定了《井研
县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2022年度实施方案》，并且围绕四
个板块分别制定了子方案，以此统揽全局。

同时，县级各部门发挥优势和特色，整合力量，凝聚合力。比
如：县委组织部牵头实施乡村振兴人才培训基地建设项目，以“农
村家庭能人”为载体，开展农村人才队伍培训，为乡村振兴积蓄人
才。县委宣传部牵头实施特色农产品品牌提升工程，让井研味
道、井研柑橘走向市场，打响品牌。“形成党政引领、财政牵头、部
门协作的总体布局，部门‘点菜’，财政审核，分步实施，发挥乡村
振兴各部门、乡镇、基层的最大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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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绿无人机绿
色防控色防控

水稻病虫害绿色防控项目

自动化伸缩大棚

百里粮油走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