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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悦来镇万亩
“吨粮田”示范区，昔日的低产旱作地变成如
今的稻麦轮作高产田。平整连片的土地上，
水稻正在拔节生长，河道水清岸绿，田间道
路循环畅通，沟渠涵闸相连，俨然一幅农田
葱郁的美丽画卷。

南通市境内地势平坦，河沟成网，具备
良好的水利灌溉条件，这正是高标准农田建
设的先行基础。2023年，南通市被确定为全
国整区域推进高标准农田试点，为此，该市
出台《南通市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三年
行动方案（2023—2025年）》，大力实施“十百
千”示范工程，明确到2025年建成10个万亩
以上、100个千亩以上、1000个百亩以上的高
标准农田示范方，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
建成高标准农田。

为满足农业现代化对农产品产加销的
基础设施需求，南通市突破“就田论田”思
路，贯彻“建管用养”结合理念，蹚出了一条
特色的高标准农田建设之路。截至目前，全
市已建成高标准农田489万亩，占永久基本
农田的83%。其中，建成6个万亩以上、30个
千亩以上、400个百亩以上的高标准农田示
范方。

提高投入标准 确保工程质量

高标准农田要想建得好，需要大笔资金
支撑。过去，受制于资金来源少、参与主体
有限等因素，部分地区高标准农田建设效果
与农民期待有差距，难以满足实际生产需
求。

2016年以来，南通市高标准农田建设投
入全部按高于江苏省定标准1000元实施，亩
均投入已提至3000元至4000元。“提高的这
1000元投入标准，资金从哪来？”记者问道。

“南通市建立了‘农村出耕地占补平衡
指标、城市出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的要素
循环保障机制，构建了市级耕地占补平衡指
标‘蓄水池’机制和市域内交易机制。”南通
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二级调研员张进回
答，南通市要求各县（市、区）增加不少于高
标准农田建设面积 1%的耕地占补平衡指
标，优先用于市域内指标交易，交易资金专
款主要用于高标准农田建设。

记者追问：“增加的1000元投入，具体用
在哪？”

“部分资金用于加大土地平整力度，另
外在高标准农田项目区配套建设了生产服
务中心，着力打造生产、加工、销售、服务等
一体化经营的模式，以提高粮食生产综合效
益。”南通市农业农村局农田处处长丁军说。

在南通市通州区十总镇的高标准农田
项目区附近，通州区乡村振兴局专职副局长

喻晓康边走边向记者介绍，“这里是综合农
事服务中心，再往前分别是稻米加工车间、
烘干中心、加工车间和保鲜库，覆盖了耕种
管收加工收储等各环节，这都得益于市里的
财政资金支持。”

投入标准提高了，工程建设质量该如何
保障？对此，南通市将高标准农田建设纳入
纪委监委巡察范围，实现全年所有项目“四
不两直”督查全覆盖。南通市农业农村局耕
地质量处处长陆锦林说，“我们每个项目都
成立工作小组，施工和监理人员每天在工作
群里实时上传工作现场照片，市县两级监管
人员都可以在第一时间发现问题并提出整
改意见或解决办法，确保工程建设质量，如
果后续出现问题，也能根据记录追溯，责任
到人。”

“所有的工程中标以后，合同签订后施
工队进场，支付 10%的工程款；工程完成
50%，支付40%的工程款；经过设计单位、监
理单位、业主单位、第三方机构等四方验收，
付到 70%的工程款；市级验收通过后，付到
90%。”喻晓康介绍，根据农田水利工程的特
点，项目建设完成后至少运营1至2个周期
再支付10%的尾款，这样的工程支付方式有
效提高了项目建设质量。

南通市还建立了项目储备库，将具体工
作前置。过去，项目春节后获批，施工设计、
工程招投标完成时间与 5 月水稻种植期交
叉，开工时间往往在10月以后，当年项目当
年完工压力巨大。2021年下半年开始，南通
市开展了“先建后补”试点，实现了早立项、
早审批、早开工，所有工作均可提前半年开
展，有效化解了农时与建设矛盾，也有效规
避了因建设时间不足出现的工程质量问
题。

政府市场发力 破解管护难题

“高标准农田不仅要建得好，更要管得
好。因高标准农田建设具有公益性、基础
性，无论‘市场化’程度高低，其中‘政府积极
作为’的成色都应该是明显的。”南通市农业
农村局局长陈敢说。

该市为解决农田管护资金难的问题，出
台了《南通市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试行办
法》，要求县镇两级财政每年安排不少于20
元每亩的专项资金用于建后管护，确保有钱
管。

记者问道：“县镇两级财政解决了管护
资金的问题，具体的管护主体是谁呢？”

“这两年，南通各区县探索出了村集体
统一管护、专业用水协会管护、引入保险公
司等多种管护模式。”陈敢回答，例如海门区
将管护工作纳入网格化管理范畴，与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提升有机结合，列入农村“五位
一体”长效治理体系。

“镇政府作为管护责任主体，每年与村
委会签订管护工作责任状，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作为第一责任人，落实2名村级

‘管护网格员’，签订管护责任合同，每周巡
查和检修养护不少于2次，一般工程设施损
坏维修时间不超过1天，并及时填写巡查和
维护记录。”南通市海门区农业农村局副局
长顾黄辉补充说，实践证明，把农田水利设
施管护纳入乡村基层治理统筹实施，是推进
管护常态化、长效化的有效手段，今年我们
也在积极尝试引入保险机制，运用保险这个
市场手段对冲潜在风险。

“使用县镇两级财政安排的管护专项资
金，悦来镇试点了6个村，保险公司相当于第
三方管护公司，负责日常巡查和维修，将每
年实际维修支出的15%作为服务费，剩余的
部 分 累 积 到 下 一 年 的 管 护 专 项 资 金 账
户。”顾黄辉认为，与保险公司合作，成立
一支专业巡查队伍，实际上解放了村级组
织的力量，使其成为农田设施管护的有益
补充。

此外，海安市城东镇在6500亩的示范区
也开始了新的尝试。针对水闸、泵站、电力
等设施设备，考虑到有一定的技术性、专业
性，光靠镇村自身力量不够，城东镇通过采
取政府购买服务，整体移交给农民用水协会
进行专业管护。

“目前协会主要负责6500亩示范区的管
护工作，包括人员安排、用工维修，智能化设
施调试等，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实现术
业有专攻，目前不仅管护效果不错，而且亩
均水费也下降了 30%。”城东农民用水协会
负责人赵雨峰说。

坚持用养结合 促进产业增效

走在海门区临江镇稻香村的田间小路
上，映入眼帘的是小桥、流水、人家和葱绿的
秧田，一改项目建设前脏乱差的面貌。该村
还实施了“农田排灌系统生态改造”，对灌区
内的尾水进行生态处理，在田间围埂、主要
通道推广种植香根草、摆放捕蝇灯等纯生态
病虫害防控“武器”，建设生态排水渠和地下
灌溉管网、生态河道、绿化种植带，打造了集

“高效、生态、美丽、宜居”为一体的良田村
落。

将高标准农田与生态乡村建设结合起
来，积极推行农药化肥减量化、农业废弃物
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等生态设施建设，
是南通市推动农田和农村增绿增靓的先进
经验。

“像稻香村这样的村落是南通广大农村

地区的缩影，人多地少，每人只有六七分地，
大部分都是留守老人在家种地，生产方式粗
放，效益也很低。”张进坦言，高标准农田建
成后，农村的生态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还
带来了生产方式的变革，让农民种地更有收
益。

海门区戴氏家庭农场就是生产方式变
革的受益者，享受到了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成
果。2015年农场负责人戴华果断返乡创业，
从事稻麦种植及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为村
集体和周边农户提供机械作业和耕培收全
托管服务。经过多年耕耘，2020年该农场被
评为省级示范家庭农场，2022年成为南通市
级“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和粮食

“ 无 人 化 ”农 场 ，2023 年 亩 均 稻 麦 产 量
1272.81公斤，全面实现“吨粮田”，成为海门

“东部粮仓”样板区。
同样，借助高标准农田建设契机，在当

地政府的支持下，南通博涛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建成了一个集标准化生产、精深化加工、
现代化贮运、品牌化营销的稻米产业融合发
展综合体，现拥有优质稻米生产基地面积
5000多亩，全程服务优质稻谷生产基地5万
多亩。

“公司推进全托管服务，与种植大户、家
庭农场、新型合作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合
作，为保障稻米品质，实行品种、技术、农资、
收购等统一服务，未来还将延长产业链，促
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建立产品营销渠
道和机制，做大做强稻米特色产业。”博涛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张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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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管并重促提升建管并重促提升 用养结合增效能用养结合增效能
——江苏南通市整地市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