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专题——农业综合开发谱新篇

建设高标准农田  

促进粮食增产农民增收

多年来，安徽省紧紧围绕改善农业

基础设施、建设高标准农田、增强农业

综合生产能力这一主线，以促进粮食增

产、农民增收为目标，不断创新体制机

制，大力推进农业综合开发工作，取得

了明显成效。20 多年来，全省农业综合

开发实施土地治理项目1798个，累计投

入资金 90 亿元，改造中低产田 3209.57

万亩，项目区累计新增农业综合生产能

力 131亿斤，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做出

了重要贡献。

积极参与粮食增产三大行动，构

建高标准农田建设新载体。安徽是农业

大省、粮食主产省。针对全省耕地 2/3

为中低产田、农业基础设 施相当薄弱的

实际情况，自 2005年开始，安徽省委、

省政府先后组织实施了以提高单产、优

化品质、增加总产为核心的小麦高产攻

关活动、水稻提升行动和玉米振兴计划

等粮食增产三大行动，明确提出农业综

合开发要紧紧围绕这三大行动，积极推

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大科技投入，不

断提高土地产出率，增加粮食产量。从

2006年开始，省农业综合开发局集中部

分资金，建立省级科技示范点，探索高

标准农田建设的新内容。三年来，省本

级集中 900万元科技推广经费，依托省

农科院、农业大学和相关科研单位，建

立了 35 个省级科技示范点，主要推广示

范优良品种、科学播种、测土配方施肥、

病虫害综合防控等 4 项核心技术。每个

示范点建立了100 亩由专家驻点生产的

展 示 区、1000 亩由科技单位及专家主

抓的核心区、1万亩农业综合开发科技

示范区、10- 20 万亩的科技辐射区。通

过三年的实施，核心区小麦、水稻单产

普遍提高 100 公斤以上，充分发挥了农

业综合开发的示范效应。2008年，全省

粮食总产达 604 亿斤，创历史最好水平，

比上年增产 24 亿斤，农业综合开发功不

可没。

在粮食增产三大行动中，省政府以

支持种粮大户建设 高标准农田为切入

点，狠抓“大县、大片、大户”这几个关

键载体。2008 年，全 省选择了 15 个有

一定代表性和影响力且粮食生产规模较

大的种粮大户，开展了以“改善基础设施

条件，强化科技服务支撑，服务土地适

度规模经营，全面提升粮食生产能力”

为主要内容的支持种粮大户活动。今年

进一步加大工 作力度，支持了 30 个种

粮大户发展粮食生产。重点支持种粮大

户加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技术支撑体

系建设、农业机械化建设和标准化生产

建设。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农业综合开

发项目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得到明显加

强，粮食产量显著增加，种粮大户收益

及农民收入也大幅提高。如当涂县种粮

大户李敏涛经营土地 7228亩，改造治

理前，有近 3000 亩农田因排水不畅无法

种植小麦，成为冬闲田，治理后，开展稻

麦轮作，仅此一项，就增加近百万公斤

产量。广德县种粮大户张寅虎对流转来

的土地，除每亩付给原承包农民 60 0斤

稻谷外，还把每亩近百元种粮补贴返还

给农民，仅此，出租土地的农民每亩地

就有近 700 元收入，此外，张寅虎一年

内还付给劳动力工资 75万元，提高了当

地农民人均收入水平。通过对种粮大户

的支持，进一步推动了土地流转。不仅

如此，工程管护得到落实，项目建成后，

工程全部移交种粮大户使用、管理，种

粮大户把项目建设的工程视同自身财产，

管理十分到位。

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探索高标准

农田建设新模式。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

不仅直接决定着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

而且决定着现代农业的发展进程。近年

来，安徽省农业综合开发工作按照扶优、

扶大、扶强的原则，支持农业产业化发

展，着力探索土地治理与产业化经营两

类项目的有机结合，为产业化龙头企业

原料生产基地建设高标准农田。在此基

础上，积极探索农业综合开发“一条龙”

模式。立足 当地主导产业，按照“依托龙

头建基地，围绕基地扶龙头”的总体要

求，充分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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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带作用，将扶龙头与建基地有机结合

起来，探索“龙头企业 + 农民专业合作

组织 + 基地 + 农户”的农业综合开发新

模式，建立龙头企业与农民利益紧密联

结的新机制，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2009 年，共开展 27 个农业综合开发“一

条龙”新模式试点，其中省级试点 10 个，

安排土地治理项目资金 9000 万元，产业

化经营项目资金 210 0万元，围绕省级农

业产业化十大主导产业，在全省范围内

竞争立项，统筹安排，统一规划，共同设

计，推进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高标

准原料生产基地建设，有力地促进了农

业产业化经营和现代农业发展。

安徽省怀宁县同福土地治理项目区

整合资金，拓宽高标准农田建设投

入新渠道。高标准农田建设需要大量的

资金投入。为解决资金不足问题，2008

年，安徽省在进一步加大县级资金整合

力度的同时，开展了省级资金整合的尝

试，农业综合开发局先后与省国土资源

厅、省农委就资金整合进行磋商，把财

政厅农业综合开发、国土资源厅土地整

理及农委的农业项目资金进行整合。在

保持立项、审批、管理、监督、验收评价

原渠道不变的前提下，按照“统筹安排、

相互配 合、优势互补、综合立项、加强

管理、各尽其力、共享成果”的原则，进

行科学规划，合理安排，先后开展了农

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与国土土地整理项

目、农业综合开发支持产业化经营项目

与农业产业化专项资金，以及扶持种粮

大户、支持农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实

施粮食 增产三大行 动等方面的整合试

点。采取“省级主导、县级实施、联合选

点、共同评估、分别管理”的办法，各部

门每年选定一批项目通过“四统四分”的

方式进行整合，即“统一协调、统一规划、

统一立项、统一验收，分别筹资、分级负

责、分工建设、分步实施”。两年来，三

部门整合项目共 10 项，整合资金达 2.6

亿元。涉农项目资金的整合，对全省农

业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起到了重要的

促进作用。

以 农民 为主体建立高标准农田建

设 管护新机 制。农 业 综合开发成功与

否，必须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参与和认

同。安徽省注重建立和完善以农民为主

体的开发机制，通过组织农民参与，探

索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新办法。如阜阳

市近年来在项目建设 和管护上实行“业

主负责制”，对机井、电灌站等经营性

工 程，在项目建设前，采取公 开、自愿、

竞争的方 式选择具备条件的农户作为

业主，由农业综合开发部门和业主共同

出资建设。建成后由政府颁发

业主权证，业主获得工 程使用

和经营权。“业主负责制”调

动了农民群众参 与农 业综合

开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解决

了部分工 程农民筹资投劳问

题，落实了建后管护责任和主

体。池州市建立了农民意愿表

达机制，让农民全面参与项目

规划、建设 和运行，落实知情

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

项目申报要得到多数农民的同

意，工 程类型、建设 地点、投

资大小要交村民代表进行表决，使农

民真正 成为农 业综合开发项目建设 主

体、受 益 主体、管护主体。自 2 0 04 年

以来，全省多数地方还建立了农民监督

员制度，在实行工 程专业监理的同时，

对点多面广的小型工 程，聘请当地有文

化、有经验、有威望的农民作为农发工

程建设 质量义务监督员，通过编制工程

建设质量标准手册、开展业务培训、发

放上岗证书等方式，让他们参与项目工

程建设、监督管理和工程竣工 验收。农

民监督员制度的建立，极大地强化了项

目区农民的主人翁意识，较好地解决了

小型工 程建设管理难和工 程建后管护

难等问题。此外，针对有些地方存在的

项目规划零散，整体和长期效益有待进

一步发挥的问题，2 0 0 8 年，省农业综合

开发局按照“连点成片、提档增效”的思

路，探索安排少量资金在濉溪县百善镇

项目区进行试点，围绕不同年度的项目

区进行填空、补缺，使之在皖北地区形

成一个面积 3万亩的集中连片、且全部

属于粮食生产的高标准农田，大大提高

了农业综合开发规模效益，为农业综合

开发项目区的建后管护和巩固提高探索

出一条新路子。

（安徽省农业综合开发局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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