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乐山日报公益广告乐山日报公益广告

乡村振兴·广告 03
2025年4月25日 星期五责任编辑：刘平 编辑：雷黎丽 版式编辑：刘莎 曾晓华 校对：郑国耀 数字报网址：http//www.lsrbs.net

时令催人耕种忙，不误田间一季春。连
日来，五通桥区石麟镇方嘴村的农户们抢抓
农时，有序开展水稻起秧、插秧等工作。农户
们在田间辛勤劳作，一幅生机勃勃的春耕画
卷正徐徐展开。

清晨7时，方嘴村的农田里已是一片忙
碌。村民们早早地便在田里劳作着，双手熟
练地舞动，拔秧、捆秧、插秧，动作干净利落，
以“倒退成行”的传统手法插秧，将一株株嫩
绿秧苗精准插入水田，一幅“手把青秧插满
田”的传统农耕图景跃然眼前。

有机水稻种植对秧苗的间距和深浅要求
极高。每穴需插3—5株秧苗，行距保持25厘
米以上。

“我种了3亩多水稻，今天上午就能栽完，
多亏了乡亲们来帮忙！”水稻种植户张真云笑
着说。在方嘴村，农忙时节邻里互助是传统，
张真云的田地里，村民们正弯腰插秧，动作娴
熟，田间洋溢着欢声笑语。

得益于村集体的灌溉保障，村民们的种
植压力大大减轻。张真云表示，村集体统一
管理水电，干旱时可通过抽水灌溉，且电费由
村集体承担，让像他这样的小规模种植户能
安心耕作。

近年来，石麟镇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
粮于技”战略，高度重视春耕生产工作，提前
统筹协调，成立春耕服务工作小组，深入各村
摸排农户种植意向，加强宣传惠农政策，调动
农户种粮积极性。镇农技员分片包干，强化
技术指导，目前已开展水稻种植培训12场次，
为水稻种植提供技术支持和保障。

“石麟镇为群众发放优质稻种约5.4吨，
包含锦城优丝苗、荃优607等 4个品种。针
对石麟镇多村大面积干旱缺水，生产用水匮
乏问题，组织排查沟渠 100余公里，组织清
淤 30余公里，抢修灌溉渠道约 1.5 公里，全
力保障春灌用水，确保育秧插秧顺利推进。
接下来，我们将紧盯秧苗管护和移栽环节，
落实防灾减灾措施，确保全镇全面完成早稻
栽插任务，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石麟
镇经济发展与社会事务办负责人张连军表
示。

本报讯（记者黄曦文/图）
近日，沙湾区福禄镇岚坝村的
特色产业园区内一片生机勃
勃，成片的川佛手柑枝头缀满
花苞，木姜子树间青果累累，套
种的栀子花含苞待放，药香与
花香交织，勾勒出一幅立体农
业的丰收画卷。

2022年，该村依托山区林
地资源优势，创新推行“川佛
手柑+木姜子+栀子花”立体套
种模式，村集体经济流转240
亩闲置林地打造成复合型产
业基地。

3年挂果的川佛手柑市场
需求旺盛，2年投产的木姜子

兼具调味与药用价值，当年见
效的栀子花则延伸出观赏与
药用双重效益。这种“长短结
合”的模式，既保障了短期收
益，又培育了长期产业。值得
一提的是，木姜子与栀子花的
根系网络能有效固土防蚀，实
现生态与经济效益双赢。

目前，该园区作物长势喜
人，川佛手柑即将迎来首季挂
果，预计亩产达500公斤；木姜
子进入初果期，预估鲜果产量
超200公斤/亩；栀子花植株健
壮，盛花期将至。今年5月至
7月间，园区将迎来首次集中
采收，预计产值可达10万元。

五通桥区石麟镇

立体种植见成效立体种植见成效 闲置林地变身闲置林地变身““聚宝盆聚宝盆””沙湾区福禄镇

沃野添新绿沃野添新绿 春耕正当时春耕正当时

犍为县竹根村

机械化助力春耕跑出机械化助力春耕跑出““加速度加速度””

■ 钟睿 赖美蕙子 文/图

本报讯（李旭东 记者
严俊铭 文/图）近日，犍为县
玉屏镇竹根村的村民们正
抢抓有利时节，以机械化插
秧助力田野换“绿装”，跑出
春耕生产“加速度”。

在竹根村一组的农田
里，农机手正熟练地操作着
插秧机来回穿梭，随着机器

“突突”的轰鸣声，一株株嫩
绿的秧苗被整齐、均匀地栽

进泥土中。
“今年我们水稻的种植

面积有100多亩，以前光靠人
工插秧，半个月左右才能插
完。现在插秧机开展全程机
械化作业，只需要3到4天就
能把这100多亩水稻全部插
完，后续我们只需安排少量人
工，对零星缺苗区域进行精准
补秧即可。”竹根村村委会副
主任张敏告诉记者。

本报讯（记者 赵径）近日，乐山市春季农业生
产暨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场推进会在夹江县召开。
会议部署了2025年全市粮食生产及高标准农田建
设工作。

2024年，全市粮食总产达126.45万吨，创历史
新高，实现面积、单产、总产“三增”，粮食产量连续
9年超120万吨。会议明确2025年全市粮食产量
目标为127万吨。

会议强调，要树立正确政绩观，把粮食安全和
农民增收放在首位。压实责任确保粮食安全，通
过加强用途管控、示范引领、健全服务体系等措施
夯实丰收基础；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坚持
建管并重，形成工作合力。

会上，市气象局、水务局、农业农村局分别就气
象服务、蓄水保灌、粮食生产等工作进行部署。夹
江县、犍为县、沙湾区分别就农业社会化服务、粮
油单产提升、高标准农田建设作交流发言。

会前，与会人员观摩了夹江县水稻集中育秧社
会化服务、高标准农田建设等现场示范点。

我市召开春季农业生产
暨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场推进会

■ 新华社记者 吴梦桐 周滨滔

春日暖阳下，重庆市梁平区铁门乡长塘村的一
处田地里，成片的油菜为大地披上新装。曾经零
碎的土地变为如今的连片良田，正是全域土地综
合整治带来的变化。

“这里是梁平高山优质水稻的主产地，现在我
们利用冬闲田种上油菜，等5月油菜收割后，就接
着种水稻。”种粮大户何显华告诉记者，“2021年，
村集体将土地流转给我们进行耕作，土地集中后，
机械化普及率大幅提升。如今，我们的水稻种植
面积已经达到了1000亩，每亩地产量近1000斤，
相比之前每亩增加了三四百斤，优质大米的收益
也从每斤3元提高到8元。”

近年来，梁平区科学制定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实
施方案，对整治区内的农田、水系、道路、林地和村
落进行系统规划，实现生态空间、生产空间和生活
空间的整体优化布局。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是和美乡村建设的重要抓
手。我们通过搭建数字化应用场景平台，运用实
景三维、空间数据治理、可视化技术等数字化手
段，助力解决农村耕地破碎化、空间无序化、土地
利用低效化等问题。”梁平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党
组书记、局长綦勇说。

为切实发挥土地效益，长塘村对区域农田进行
综合整治，通过“村集体+公司（大户）+农户”的模
式，将农户的土地流转到村集体，再统一向农业生
产企业或大户出租。农户不仅能获得土地流转收
入，还可以通过在这些公司或大户的田地里劳作，
取得务工收入。

通过土地整治，“小田变大田”效果逐渐显现，
土地利用率大幅提高，曾经田地分散、土地撂荒的
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也推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在长塘村火贸香菇基地，村民江芬正在和工友
一起搬运菌包。“香菇基地建成后，我们也可以在
家门口挣钱了！”江芬兴奋地说。

长塘村火贸香菇基地曾是一片撂荒水塘，经过
土地整治后，村里建起菌菇种植大棚，目前年产值
近200万元，增加了村集体经济收入，也带动了30
名左右村民就近务工。

“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后，我们引入了高山
水稻种植、香菇种植、农家乐经营等，去年村集体
经济收入近30万元，全村人均收入提高了1000多
元。”长塘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邓大飞说，项
目为村民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打造一批有特色的示范
项目，以点带面逐步扩大影响，持续发挥全域土地
综合整治助力乡村振兴、助推城乡融合发展的重
要作用。”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生态修复处副
处长蔡建军说。

（据新华社重庆电）

巧治土地“零碎账”
乡村振兴奏“丰”谣
——重庆梁平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一线见闻

田间披上“新绿装”

农机手正在操作插秧机

长势良好的“川佛手柑+木姜子+栀子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