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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西昌市高标准农田建设思路
*1

赵虎

（西昌市农牧局，四川 西昌 615000）

【摘 要】: 简要阐述了西昌市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现状，并针对目前出现的一些问题提出了今后西昌市高标准农

田建设的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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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对于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对于提高耕地生产效

率和水资源利用效率，实现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西昌市是全省的粮食主产区之一，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

设对于实现我市农业可持续发展同样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我市高标准农田建设从 2011 年开始实施，到现在已有 6 个年头。建

设项目由少到多、建设规模从小到大，已初见成效。通过这几年的建设，我们积累了一些经验，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大家探

讨的问题，本文就西昌市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思路作一些探索。

1 西昌市的自然与农业生产概况

西昌市位于四川西南部，安宁河从北向南流经全境，形成中山宽谷地形地貌。幅员面积 2655km
2
，全市总人口 65 万人，乡

村农户 12.31 万户，农业人口 44.19 万人，属典型的农业县。2011 年末耕地面积 3.49 万 hm
2
，其中：水田 2.27 万 hm

2
，占耕

地面积的 65.12％。

1.1 自然概况

西昌市年平均温度为17.2 ℃，8 月最高23.8 ℃，1 月最低9.4℃。绝对最高为35.0℃，绝对最低为-2℃。气温年较差13.0℃，

是全国气温变化最小的地区之一。无霜期多年平均为 269 天，最长达 295 天，最短 235 天。80% 的保证率为 252 天。年均日

照 2432 小时，太阳总辐射值全年为 136.2 千卡/cm
2
，生理辐射值全年为 64 千卡/cm

2
。平均降雨量仅 1013.1mm，蒸发量 1945mm，

逆差 931.9mm，而年逆差率达 91.98％。

1.2 农业生产概况

2011 年，全市常年农作物播种面积 7.31 万 hm
2
，其中：水稻 2.22 万 hm

2
，产量 17.82 万 t；小麦 1.32 万 hm

2
，产量 4.78

万 t；玉米 0.4 万 hm
2
，产量 1.95 万 t；蔬菜 0.79 万 hm

2
，产量 41.50 万 t；烤烟 0.26 万 hm

2
，产量 0.53 万 t。全市农业总产

值 51.06 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7707 元。由于自然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各乡镇之间农村经济状况存在一定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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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水利设施

全市农田水利工程达 911 处，有效灌溉面积达 2.35 万 hm
2
，农业总供水量达 18960 万 m

3
。另有山坪塘 564 处，总库容 606

万 m
3
，有效灌溉面积 660hm

2
，保证灌溉面积 380hm

2
；电力提水灌溉站 131 处，总装机 5550kw，总供水量 1642 万 m

3
，有效灌溉

面积 0.31 万 hm
2
。

2 西昌市高标准农田建设前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西昌市从 1993 年起被确定为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县，从 1993 年到 2012 年，全市改造中低产田土面积达 2.31 万 hm
2
，

建各型排灌渠道 1649.03km；修建机耕道 766.28km；改良土壤 0.27 万 hm
2
。农业综合开发通过改造中低产田，改善了农业生产

条件，为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推动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历年农业综合开

发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同时，农业综合开发在长期的改造中低产田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积累了很多成功经验。一是坚持

以田间水利工程建设为重点进行综合治理；二是坚持集中连片开发；三是坚持多元化投入机制等；这些在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

验，为更大规模地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打下了基础。

3 西昌市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现状

西昌市高标准农田建设从 2011 年开始实施，到现在已有 6个年头。建设规模从小到大、建设项目由少到多。通过多年的建

设已初见成效。建设历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2011 ～ 2013 年是我市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第一阶段，建设规模较小，三年共实施了 400hm
2
，其中田型调整 400hm

2
，修

建沟渠 39.83km，修建田间生产道 14.64km。高标准农田建设就是形成“三网”，要建成标准的田网、水网和路网，就要打破各

家各户田块的界限，对杂乱无章的农田耕地进行改造，对田型进行调整，将小田改为大田，将杂乱无章的农田耕地改造成方格

型，然后将调整后的田块进行重新分配，这就会触及到广大农户的利益，在建设之初由于大家经验少、思想水平不高对高标准

农田建设认识还不够，导致工作难度增大。这个阶段高标准农田建设还处于试点建设时期，在这个时期建设规模小，工作策略

是着力打造几个试点，为全市推开高标准农田建设打好基础。

2014 ～ 2016 年是全市开始大规模的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阶段。在总结第一阶段的经验基础上，全市选择一个项目乡镇作

为项目区，整合多个涉农项目，集中资金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集中连片进行开发。项目区域达万亩以上，场面很震撼，取得

的效果很好。三年共实施了 2333.33hm
2
。

4 西昌市高标准农田建设思路

4.1 明确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必要性

全市要统一思想，要明确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必要性，它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保障粮食安全的现实需求；是发展现代

农业、增加农民收入的迫切需要；也是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需要。

4.2 集中资金、整合项目、连片开发

高标准农田建设要坚持连片开发。按灌区、流域和区域整体规划，打破行政区域界限，确定重点建设地区，采取集中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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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片治理、整体推进的开发方式，确保开发一片，成效一片，努力发挥高标准农田的规模效益。单一的项目建设是很难达到连

片开发，产生规模效应的。西昌市的高标准农田建设所涉及的项目就包括财政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调整项目、财政现代农业

生产发展（水稻）项目、现代农业千亿示范工程项目、农发土地治理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四川省凉山州西昌市小型农田水利

重点县建设项目等，建设面积上万亩，做到集中资金、整合项目、连片开发，效果很显著。

4.3 统筹规划

高标准农田建设作为一个农业发展战略，在进行建设规划时应站在全市农业发展的高度来考虑。以安宁河流域为主线，按

灌区、流域和区域整体规划，打破行政区域界限。高标准农田建设要集中资金、整合项目，势必牵涉的部门和项目较多，在规

划时一定要做好规划衔接。在市政府统一领导下，加强发展改革、国土、水利、农业、农发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统一制定

总体规划。明确各部门的任务分工，由各部门共同协调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投入政策、建设任务和工作部署，形成统筹整合高标

准农田建设资金的合力。

4.4 统一建设标准

由于整合的项目较多，项目的来源不同，各项目的建设要求、标准存在差异，导致项目的规划设计方案标准不统一，特别

沟渠建设和道路建设标准不统一，在实施过程中会造成一些矛盾和混乱，在实践中，这一问题已愈发凸显。

在今后的高标准农田建设中，一定要将纳入整合的各个项目统一在高标准农田综合标准之下，即高标准农田建设应达到“田

地平整肥沃、水利设施配套、田间道路畅通、林网建设适宜、科技先进适用、优质高产高效”的总体目标。在具体的水利措施、

道路措施以及农田工程规划设计上，应尽量统一标准，再制定实施方案。

4.5 部门配合、形成合力，项目互补，提高成效

在高标准农田建设中涉及多部门之间的合作，各项目的建设内容又各有侧重，这就要求各部门相互配合、各项目要相互补

充完善。在前期规划时各部门就要一同进入，根据各项目的特点，在项目区制定一个总体规划。在总体规划的框架下，再制定

各个项目的规划方案和实施方案。而且要明确各部门的任务分工，项目区的各项建设内容也要落实到各项目中去。如整个项目

区的水源及渠首工程由哪个项目负责；项目区的灌排渠系工程由哪几个项目负责；农田工程、田间道路工程由哪几个项目负责。

在实施项目的过程中各部门更应密切联系，及时协调和解决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只有各个项目相互补充，才能使项目区的各项

措施配套完善；只有各部门紧密配合，才能形成合力，取得最佳效益。

4.6 加强工程建后管护工作

工程建后管护是工程质量管理的延续和拓展，是工程长期发挥效益的关键。由于部门多、项目多，工程竣工后如何落实管

护也是很有必要。在实践中重建轻管的思想也普遍存在。一方面要加大管护工作宣传力度，进一步提高对工程建后管护工作的

认识，按照建管结合、建管并重的要求，切实采取有效措施落实维修养护经费，加强建后管护工作。另一方面要完善工程建后

管护制度，将建后管护落实到点上，按照谁受益、谁管护的原则，明确产权归属、管护主体，落实管护责任和管护经费，提高

工程建后管护水平。也可以加强灌区管理体制改革，推行农民用水户协会参与管理，鼓励农民用水户以承包、租赁和股份制等

方式经营管理小型水利工程。加强对项目工程管护工作的督查指导和监测评价，建立长效管护机制。

总之农业的发展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西昌市的高标准农田建设任重而道远。随着建设的深入，又会出现新的问题和矛

盾，我们的建设思路一定不能墨守成规、一成不变，而是要与时俱进，大胆创新。这样，我市的农业发展一定会达到一个新的

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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