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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华秋实、 硕果

盈枝。

黄澄澄的水稻、

鼓囊囊的玉米、 绿油

油的菜园，富足的仓

禀映衬着万千农户

的笑脸； 清澈的河

流、 整洁的院落、多

彩的壁画，青山绿水

呈现出人居环境的

改善； 游客如织、风

景如画、 笑声如铃，

“沉睡” 资产变“资

源” ……人间最美是

金秋， 五谷飘香乐丰

收。 走进贵阳贵安，

各地希望的田野上，

正用多姿多彩的“颜

色 ” 描 绘 一 派 好

“丰” 景。

� � � �“亩产 620 公斤！ ” 9 月 12 日，贵阳市、清镇市、犁倭镇

三级农业部门的农技人员组成水稻临田测产工作组， 对清

镇市犁倭镇周家桥村李家冲组农户种植的旱优 78 水稻品

种进行临田测产验收，综合水田土壤肥力、水稻植株长势、

稻穗籽粒数量等因素，通过随机取样，在选定的田块进行收

割、脱粒、称重，最终测出水稻（旱优 78）出田产量。

眼下正值水稻、玉米收获季节，各地粮田里，收割机来

回穿梭，农户也忙于颗粒归仓。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种子” 是农业发展的根基，贵阳贵安先后出台支持种业高

质量发展 18 条措施、种业高质量发展 3 年实施方案、现代

种业评价指标体系，全力以赴建设全省种业高地，品种选育

能力已在全省处于领先地位。

在离犁倭镇不远的红枫湖镇民乐村龙滩村民组， 贵州

筑农高科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筑农高科）的水稻育种

科研示范基地上， 一簇簇稻秆已被饱满的稻谷压弯了

“腰” 。

今年 6 月，筑农高科自主研发的水稻矮秆基因（sdlr5）

获国家发明专利，并及时应用到水稻的新品种培育中。 “这

片基地示范种植的水稻就采用了最新专利，目前长势良好，

9 月下旬收割测产，预计亩产 800 公斤以上。 ” 筑农高科负

责人邓勇说，公司通过基因应用培育的筑优筑农丝苗、筑优

110、筑优钰禾、筑优玉禾占等品种已通过国家或省级审定，

具有矮秆抗倒、优质高产、广适性好的特点。

截至目前， 贵阳贵安种业企业达 53 家，29 个主要农作

物品种通过国家级审定、170 个主要农作物品种通过省级审

定，获得植物新品种产权保护品种 8 个，

种子研发不断取得新突破，制种基地也取得了新成效。

为促进玉米制种本土化需求， 贵阳贵安在乌当区新场

镇王坝村开展了规模化、机械化、标准化、集约化、信息化、

绿色化“六化” 试验示范，带动玉米制种基地高质量发展。

今年，“六化” 玉米制种基地已基本实现了基地规模

化、制种机械化、生产标准化、经营集约化、管理信息化、资

源绿色化。 在 9 月 10 日的田间测产验收中，玉米鲜穗加权

平均亩产达 679.6� 公斤， 干籽粒加权平均亩产达 260.6 公

斤。 在种业发展的相关措施加持下，贵阳贵安玉米制种基地

也从 2022 年以前的 300 余亩增加到现在的 1.3 万亩，种业

振兴迈出了新步伐。

今年以来，贵阳贵安聚焦稳粮、保供、优种、活市、联工

“五个关键” ，稳步推进“4 个 10 万 +100 万 +5000 万” 产

业项目，菜、菌、果和水产品产量稳步增长，2024 年上半年，

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 142.63 亿元。

种业发展稳步推进，种植推广成效显著。

围绕粮食安全，贵阳贵安聚焦“优种、机械化、组织方

式、改革创新、实际成效” 五个方面的示范，今年以来，已推

广“五个示范” 责任田 30.2 万亩，并推动了 7.9 万亩高标准

农田建设项目全面开工。

“全年粮食丰收在望， 预计完成粮食种植面积 141.37

万亩、总产量可达 44.78 万吨以上。 ” 市农业农村局有关负

责人介绍：“在农业产业发展上，除了聚焦‘五个关键’ ，我

们还聚焦‘一乡一业、一村一品、一产一企、一家一特、一人

一技’ ，今年以来打造市级农业特色乡镇 4 个，入选全国名

特优新农产品 3 个，50%乡镇实现‘一产一企’ 联结覆盖，

培育特色家庭经营农户 3253 户、 农村实用人才 10055 人、

乡村工匠 336 人；聚焦种养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龙

头企业 ‘四大经营主体’ ， 完成市级农业龙头企业认定 26

家，培育种养大户 2700 户，新增家庭农场 200 户，规范合作

社 72 家，认定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2 家。 ”

� � � � 收割机在稻田里来回穿梭， 伴随着阵阵

轰鸣声，水稻尽收“囊” 中，切碎的秸秆随即

从机尾排出……9 月 18 日， 在清镇市卫城镇

新发村的一块稻田上， 两台农机俨然成为了

水稻收割的“主力军” 。

“这两台收割机今天能收割 80 亩水稻，

如果是以前人工割稻，这个体量要 15 人整整

忙活一天。 ” 卫城镇犀牛村的黔耘农机专业合

作社负责人蒋华说，每到春耕秋收时节，卫城

镇田野上来回穿行的农机基本上都来自于自

己的合作社。

黔耘农机专业合作社是犀牛村通过村集

体经济“1+1” 发展方式，采用“村党支部 +

合作社 + 农户” 的经营模式而建，其中村集体

投资占股 51%， 村干部、 村民等主体占股

49%。 合作社运营后，为周边农民提供了耕、

种、施肥、收割、运输等“一条龙” 服务，业务

也逐渐扩展到毕节、安顺、黔南等地，今年的

服务范围近 13000 亩。

目前， 黔耘农机专业合作社已经拥有收

割机、移栽机、开沟机、播种机、无人机等现代

农机 28 台，培育了农机手 18 名，并示范种植

了 500 亩集育苗、耕种、管护、收割一体化的

水稻基地，“一个农机带活一个村” 的实践历

程已经在犀牛村徐徐展开。

农机开下地，效益提上来。 据蒋华介绍，

通过机械化操作， 在水稻集中育苗阶段每亩

能节约 120 元， 秋收时每亩能增产约 30 公

斤、增收约 200 元。

亩均产值提上去、农民钱包鼓起来。 作为

合作社最大的股东， 村集体经济收益也很可

观。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犀牛村集体经济收

入约 180 万元， 其中大部分收益来自农机社

会化服务。

新型农机设备不仅让犀牛村农业耕作

“活跃” 起来，也逐步在贵阳贵安农业生产中

“唱” 起了主角，让农户都能享受机械化带来

的便利。 近年来，贵阳贵安联动省农业农村厅

共建“一机制、一主体、一平台两中心” ，即贵

州(贵阳)山地智能农机产业发展工作机制、贵

州省山地智能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贵州 (贵阳)

山地智能农机创新发展平台和研发制造中

心、推广应用中心，推进农机的研发制造、市

场销售和推广应用。 今年以来，贵阳贵安已投

入各类农业机械 10.1 万台， 开展机耕作业

221.1 万亩，全年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

化率预计达到 61%以上。

农机化率的提升为增加村集体收入、农

民收入、亩均收入“三项收入” 提供了强大助

力， 这也是贵阳贵安推广应用农业技术促进

富农增收的生动实践之一。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农业技术的推

广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 近年

来，贵阳贵安持续探索农技推广路径，结合“激

励农业技术人员创新创业行动” ， 组建了粮油、

畜牧水产、经济作物等专家服务团和服务小组，

全力以赴开展技术指导、技术示范、技术推广、

技术服务工作， 并引导全市农技人员开展基础

性示范服务和“揭榜挂帅” ，仅 2023 年，农技人

员到基层服务就达 2.3万次以上，粮油基础性示

范服务技术覆盖面积达 45.02万亩。

“我们紧盯集体经济发展，全市村集体经

济经营性收入 20 万元以上村占比 76.4%、正

收益村占比 100%，实践推广 1+1 混合所有制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 累计发动 208

个村参与实践；紧盯亩均收入，2023 年基本农

田亩均产值达 6000 元、高标准农田亩均产值

达 7000 元； 紧盯农民收入， 今年上半年，全

市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2072 元、

增长 7.1% ， 绝对值和增加值保持全省第

一。 ” 市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 该局将不断跟进并推动各项改革措施推

广落地， 加强亮点经验总结推广， 全面提升

农业经济发展水平， 让更多改革成果惠及群

众、促农增收。

� � � � 阳光明媚、葡萄飘香。 乌当区新堡乡马头

村是远近闻名的葡萄种植专业村， 金手指、巨

玫瑰、醉金香、阳光玫瑰等多个品种的葡萄每

年吸引大量游客前来采摘品尝。 这里不仅水果

产业如火如荼，乡村旅居经济也风生水起。

“这桌客人刚刚才吃完午饭，现在都去河

边照相了。 ” 马头村村民唐发玉这些年乘着乡

村旅游的东风，将家里闲置的房屋简单装修后

开起了农家乐，中秋假期第一天就忙得不可开

交。 “我这里可以同时接待 200 人就餐，还有

18 个房间用来长租或者短住， 去年一年的营

业额接近 80 万元。 ” 唐发玉说。

马头村深入推进乡村振兴，通过盘活闲置

农房大力发展避暑旅居产业，已发展成集生态

农业、休闲观光、田园体验为一体的乡村旅游

集散地。 全村每年游客总接待量超过 15 万人

次， 像唐发玉这样吃上旅游饭的农户就有 42

户，户均增收 10 万元以上。

农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房造成了极大

的资源浪费，如何唤醒这些“沉睡” 的资产，更

好发挥其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 今年以来，贵

阳贵安在深入学习 “千万工程” 经验的基础

上，以“四在农家·和美乡村” 示范建设为载

体， 全力盘活农村闲置资产发展避暑旅居经

济，并集中打造了 10 条“五治” 集成暨乡村旅

居示范带，马头村便位列其中。

在打造示范带的同时，贵阳贵安鼓励引导大

学毕业生到乡、能人回乡、农民工返乡、企业家入

乡“四乡人才” ，参与盘活利用闲置农房创业兴

业，让村民在获得房租收益的同时，实现就近就

业和参与分红，变身“管家”“房东”“股东” 。截

至目前，累计吸引外出务工人员返乡 200余人。

在闲置农房的盘活上， 贵阳贵安持续推广

开阳“622+1” 、修文“811+N” 等闲置农房盘

活模式，不仅开发了避暑旅居的模式，也立足气

候优势、区位优势，“解锁” 了工业民宿、休闲农

业、乡村旅游、特色餐饮等新产业新业态。 与此

同时，依托大数据优势资源，贵阳贵安创新打造

了全省首个市级闲置农房盘活平台———“村村

App” ，建成闲置农房全要素动态数据库，推动

农村宅基地申请、审批、监管、巡查、登记、办证

的全流程数字化管理。截至今年上半年，对外发

布信息 6622 条、 引入社会资本 5800 万元，流

转房屋 56 栋，实现线上订房 3 万余单，订房收

入 968 万余元，帮助农户实现收益 138 万元。

截至目前，贵阳贵安已累计盘活闲置农房

1674 栋，投入运营旅居农房 1196 栋，投运客

房 11317 间，乡村发展活力持续迸发。 市农业

农村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工作中，将继

续深入学习“千万工程” 经验，以“四在农家·

和美乡村” 示范建设为载体，以 10 条“五治”

集成暨乡村旅居示范带建设为抓手，持续盘活

利用闲置农房， 打造乡村旅游经济增长点，促

进农村产业发展和农民持续稳定增收。

� � � � 闲置圈舍“变身” 晒谷场、储物间、小

菜园，露天旱厕“入户” 成为干净的卫生

间，生活污水无直排、无外溢，农村垃圾得

到集中收运、 综合利用……走进黔中大地

乡村， 一幕幕农村人居环境提升改造后的

画面映入眼帘， 也映射出了当下贵阳贵安

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

“现在不养猪了，就把以前的猪圈改成

了三间房， 平时的生活污水都通过管网集

中排到了污水处理池， 不仅干净卫生了许

多，生活环境的变化也很大。 ” 开阳县楠木

渡镇胜利村青杠湾村民组李德云对现在的

居住环境十分满意。 不仅是李德云，在贵阳

贵安“两改两治理” 工作中，胜利村村民有

将废弃圈舍拆除改造成小菜园、小花园、院

坝的， 也有将闲置圈舍改造成生活生产用

房的，村容村貌得到极大提升。

今年以来，贵阳贵安在“治厕” 上坚持

“三个同治” ，探索建设厕污同治示范试点

12 个，完成 1261 户新建农房厕屋一体设计

审批，农村卫生户厕、1327 座村级公厕全部

纳入长效管护， 建成管护服务站 （点）46

个。

如今的农村，不仅屋内干净整洁、庭院

绿树成荫，就连路边的垃圾也不见了踪影。

楠木渡镇黄木村党总支书记吴佳隆就

为农村垃圾找到了多个“归宿” ，他说：“建

筑垃圾用于修堡坎、修护栏、修围墙，秸秆

等农业生产废弃物进行饲料化、肥料化、原

料化、能源化综合利用，生活湿垃圾集中沤

肥， 淘汰的生产生活用品也尽量回收再利

用， 完全没利用价值的垃圾才放到清运点

集中处理。 ”

随着“两改两治理” 与农村“五治” 工

作的示范引领和深入推进，农村社会内在

活力、 农民群众内生动力也得到不断激

发。 今年以来，贵阳贵安提升农村垃圾收

运点、配置收运设施、建成收集收运设施

1663 个，农村生活垃圾收运体系正常运行

率保持在 99%以上，落实村级保洁员分类

收集责任， 实现有害垃圾集中无害化、规

范化处理。 在“治水” 工作方面，坚持饮用

水、生活污水、黑臭水体“三水同治 ” ，实

施农村供水保障工程、乡镇生活污水治理

提升工程、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改造等工

程项目 36 个，饮水安全保障持续巩固，污

水乱排现象明显减少，黑臭水体也实现了

动态清零。

人居环境得到不断改善的同时， 移风

易俗也在广大农村蔚然成风。据介绍，贵阳

贵安全面落实“两书一约一会两榜” 制度，

截至目前， 已实现丧事 99%以上三天办

结、婚事 100%一天办结，基本实现“其他

不办” 。

粮稳天下安

产业发展见实效

旧貌换新颜

农村治理见实效

资产变资源

乡村建设见实效

农技下农田

促农增收见实效

贵安新区高峰镇龙宝村村民晒谷忙。 石照昌 摄

丰收的喜悦。 石照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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