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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提升小麦的产量和品质，关键
得在藏粮于技上做文章啊！”站在自家
绿油油的麦地边，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
旧县镇种粮大户徐淙祥说，种子、化肥
等用量背后都有“大学问”，不是用得
越多越好，而要“精打细算”、科学种
粮。

当前，正值春管春耕关键时期，记
者来到徐淙祥所在的太和县国家现代农
业示范区，这里成片的麦苗随风摇曳，
一盆盆蛹虫草在智能菇房里茁壮成长，
成群的鱼儿在集装箱里上下跳跃……

太和县地处黄淮平原腹地，拥有耕
地 194 万亩，农业主导产业粮食常年种
植面积超过 270 万亩，主要品种包括优
质小麦、大豆、玉米等。蔬菜瓜果等种
植面积18万亩。近年来，太和县以促进
乡村产业发展为抓手，围绕产业强龙
头，壮大龙头带产业，2015年太和县整
县制被认定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走
上产业转型之路。

科学种粮，是太和县国家现代农业
示范区春管春耕的一大特色。

谈及藏粮于技，69岁的徐淙祥掰着
手指向记者介绍说，采用精量播种方
式，一亩地需要播撒约 25 斤小麦种子，
而普通农户需要约 40 斤；采用土壤化
验、配方施肥等方式，一亩地化肥用量
比普通农户少 40 斤以上。“投入成本下
降了，每亩地粮食产量达 1200斤，高于
普通农户 200 斤左右，整体种粮效益提
高了。”

记者在安徽省百麓现代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看到，工人们正在紧张忙碌着，
而在智能菇房里，一盆盆蛹虫草茁壮成
长。公司创始人董建国说，这里每天生
产食药用菌 （蛹虫草、红托竹荪等） 鲜
品 4 吨左右，经采摘、包装后，运输到
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受到消费者青
睐，目前处于供不应求状态。

“工作人员可以根据蛹虫草生长情况
设置温度等指标，还能实时查看通风、

光照等情况，实现智能培育。”在蛹虫草
生产车间门口，董建国指着一块显示屏
说，得益于政府提供基础设施配套、用
工协调等支持，该公司发展快速，智能
菇房已从去年的110间增加到目前的210
间，去年产值超过 1 亿元，今年预计将
翻一番。

除了科学种粮、智能育菇外，数字
养鱼也体现出太和县国家现代农业示范
区的科技含量。

在良庄农业科技园里，一排排蓝色
集装箱，以及写着“养殖箱体全程模拟
自然生态环境，还您江湖鱼的味道”等
字样的标牌，别有一番趣味。记者了解
到，这里是一个智慧渔场，装满水的集
装箱则是鲟鱼、鲈鱼、鲫鱼等的“家
园”，打开一个集装箱的顶部，三五成
群的鱼儿在约 15 平方米的水里游来游
去。

那么，智慧渔场的“智慧”体现在
哪里？记者来到智慧渔场数字控制中

心，这里有数字渔业信息管理平台，水
温、溶解氧、氨氮等指标一目了然，可
以对鱼类生长状况进行全方位监测管理。

“我们模拟活水循环，采用尾水处
理、养殖废水利用等方式，打造适合鱼
类生长的环境，实现全程可控化、标准
化生产。”良庄农业科技园负责人陈金
良告诉记者，与普通鱼塘相比，集装箱
养殖同等数量的鱼，可以节约土地资源
和水资源均在 90%以上，“这个智慧渔
场有 70 个集装箱，一年能产鱼约 40 万
斤。”

太和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徐功学
说，近年来，在各级政府大力支持下，
太和县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强化粮食绿
色增产模式攻关、实行渔业绿色健康养
殖模式攻关、开展休闲农业绿色体验模
式攻关等，取得初步成效，“我们正全
力将其打造为一个可用、可看、可学、
可推广、可复制的国家现代农业示范
区。”

科学种粮·智能育菇·数字养鱼
——一个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的转型见闻

新华社记者 姜刚 水金辰

以前在城里常见的庄重肃
穆的追思会，如今在沂蒙山区
腹地的沂水县龙家圈街道后埠
子村，从去年到现在已经举行
了10次。

近日，后埠子村红白理事
会负责人武明明主持了一场追
思会，并在现场介绍去世村民
张绍安的生平：“老人一生勤
勤恳恳，承担家庭责任，抚养
子女，关照邻里。他是个普通
的 好 人 ， 也 是 我 们 的 好 邻
居。”来宾们在逝者院中默默
伫立，寄托哀思。

武明明说，重视殡葬传统
的村民们，对追思会和当地简
化的殡葬流程接受速度很快。

“用村里老少爷们的话说，追
思会以前都是城里人办的，没
想到咱庄户人也可以搞，这种
形式还不赖。”

当地村民说，逝者的追思
会一般由街道和村里的红白理
事会人员主持，总共持续十几
分钟，整个流程简短肃穆，以往

“大操大办”的景象不复存在。
接受了殡葬改革后，村民

们更乐于接受更多新的生活方
式，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变
化。

“‘礼葬’的另一面是
‘厚养’，这一观念也逐渐体现
在老百姓的日常行为中。”武
明明说，现在不少村民都加入
志愿服务队伍中，到了周末，
志愿者给老人们义务理发、洗
衣服，村里的矛盾越来越少，

邻里关系也越来越和谐。
村里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

动也开展得如火如荼，文化墙
上满是村民们参与的丰富多彩
活动的留影。“大家看了《樱
桃崮下》电影，都说怪好看，
我们自己又创作了方言版的话
剧，过几天还要去参加演出
呢。”后埠子村村民刘西云对
记者说。

另一方面，沂水县近年推
行包括追思会在内的殡葬改革
措施，也为民众大大减少了经
济负担。张绍安的亲属说，整
个葬礼，不用修坟、买棺材、
买孝服，火化和骨灰盒都是免
费的，逝者安葬在公益性公
墓，比之前省了一大笔钱。

“之前办一场白事，各种
费用加起来至少两万多元。”
武明明对记者说，虽然大家心
里都觉得是个负担，但表面上
又不敢明说，没人敢主动简
省，如今情况则有了很大改
变。

从 2017 年开始，当地推
出殡葬改革政策，对具有当地
户口、在沂水去世的民众，其
遗体运输费、火化费、骨灰盒
费等费用全部免除，逝者统一
免费安葬在公益性公墓，相关
费用由当地财政承担。“县财
政每年支出 2000 万元，可满
足全县的殡葬需求，让逝者

‘逝有所安’。”沂水县民政局
局长王洪涛说。

（新华社电）

山东沂水：殡葬改革后的乡村新风

正值春耕，燕鸽村党支部书记杨立刚
对村里一处耕地格外上心，几乎每天都要
去田里看看。“旋耕、施底肥、起垄，这些都
在清明节前完成了，这两天就开始种玉
米。”杨立刚说，看着一粒粒种子播撒田
间，这块曾被占用的“良田”正式变回“粮
田”，他也终于放下心来。

位于宁夏银川市兴庆区大新镇的燕
鸽村是一个城市近郊村，村里的 1500 亩
土地主要种植小麦、玉米、露地蔬菜和设
施温棚。当好这 1500 亩土地的“守护
者”，就是杨立刚的新头衔——村级网格
化“田长”赋予他的新使命。

“作为村级‘田长’，我要对保护本
村耕地与永久基本农田负总责。”杨立刚
说，他的职责就是巡查村里的耕地和永
久基本农田，发现、制止及接收下一级

“田长”上报的土地违法违规行为，并利
用“田长制”App管理平台及时反馈动
态信息。

让杨立刚十分关注的那块玉米地，在
去年 9 月以前还是另一番模样——网红

桥、小木屋、观景长廊、采摘烧烤区等组成
的“梦回田园”综合体，是村里为了发展集
体经济而投资建设的乡村旅游项目。

“说实话，以前耕地保护的意识不
强，认识也不到位，我们把文旅项目建
在水渠边上，想着没建到庄稼地里就不
算占用耕地。”杨立刚说，直到后来当
上“田长”接受培训学习，他才认识到
村里的做法属于违规占用耕地或改变耕
地用途行为。“惊出一身冷汗”的他将
此事上报镇政府研判后，立即动员党员
干部拆除了文旅设施，将改变用途的耕
地复垦。

如今在兴庆区，像杨立刚一样的“田
长”有280余名，其中既有基层村队长，也

有镇长、区长。2020年，兴庆区明确提出
实行耕地保护网格化“田长制”，将耕地与
永久基本农田分层级设置农田网格，由
区、乡镇（街道）、村、队主要负责人分别担
任一级、二级、三级、四级“田长”，形成“横
向到边、纵向到底、全覆盖、无缝隙”的耕
地保护机制。

“把耕地保护的任务落实到具体责任
人、形成责任网格，让每块耕地都有‘监护
人’。”兴庆区自然资源局土地管理中心副
主任马玉秀说，各级“田长”各司其职，利
用“田长制”App对巡查工作签到打卡，对
发现的土地违法违规行为及时拍照留档、
上传举证等，不断推动土地监管关口前
移，共同履行耕地与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职

责。
在杨立刚看来，实行“田长制”后，熟

悉情况的基层“田长”在日常巡田时能及
时发现、尽快制止、迅速反馈土地违法违
规行为。“以往监管人员少，有的地方巡查
不到，村里时常有私搭乱建、堆放建筑垃
圾、挖田取土等非法占用、破坏耕地的行
为，现在村队长当了‘田长’，在村里转一
圈有啥问题都能发现。”

通过实施网格化“田长制”，自 2020
年三季度至 2021 年四季度，兴庆区共对
涉及占用132亩耕地的134个图斑进行积
极整改，目前已全部完成。兴庆区自然资
源局还将土地管理及耕地保护的最新政
策法规等放入学习版块，让各级“田长”强
化耕地保护政策的学习，及时掌握新政
策、新法规。

“过去我们只管看好本村地界的土地
不让外人占用，现在既要看好‘家底’，又
要管好管细，让每一块农田、每一寸耕地
都名副其实。”杨立刚说。

（新华社电）

“田长”杨立刚：

拆走网红景 良田归粮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