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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建设高标准产业兴旺高质量

钱 进，王志强，巩万合/江苏省南通市耕地质量保护站

高标准农田建设解决了灌排设施配套问题，土地平整肥沃了提尚农业综合生广能力，有利于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有助于

产出尚产尚效，为广业振兴奠定了基础。在“十二五”新增高标准农田 108.6 万亩的基础上，南通要求“十三五”全市新增高

标准农田 200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正在南通如火如荼地展开，以期高质量实现产业兴旺。

南通市高标准农田建设虽然已取得一定成效，但在规划设计、组织协调、项目内容、招标方式、建后管护等方面还存在以

下几方面问题。

规划设计亟待加强。目前高标准农田项目不少，但在项目的具体安排上小而多，单体项目也小而散，有些项目一个村仅安

排 2000-3000 亩，不能形成规模效应，留下了不少空白村和空心区，即使前期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区域，由于前期项目投入标准

低，建设改造也不彻底，尚未达到藏粮于地的效果。

部门协调亟待加强。高标准农田项目散见于各相关部门，主要有农业资源开发部门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国土部门的土地整

治项目，发改委、农业部门的新增千亿斤粮食尚标准粮田项目，发改委、水利部门的新增千亿斤粮食灌区末级渠系项目，由于

项目申报、资金拨付、项目验收都由省级各主管部门负责，项目的申报及批复时间不一致，难以集中整合和统一规划。难以达

到“各炒一盘菜、共办一桌席”的效果。

软件措施亟待加强。在高标准农田建设内容上普遍重视农田水利工程等有形实体工程建设，从规划设计到实施，均精心布

置，工程尽力做得精、细、实、优。与田间工程相比，土壤改良、科技等软件措施略显不足，没有真正达到综合配套的要求，

科技措施等无形投入更是不足。主管部门的人员也存在懂复垦的不懂农艺，懂农艺的不懂工程，懂工程的不懂复垦，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项目投资效益的发挥，未达到藏粮于地的目标。

招标方式亟待优化。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核心是高，体现为高标准、高投入、高质量。但目前个别县级层面在招投标环节却

陷入这样一个怪圈：项目业主按照项目批复要求编制的工程建设费预算报送至县级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县级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先是“一刀切”，下浮至少 10%后招标，投标单位为中标，再“切一刀”，再下浮 10%乃至 20%投标，这样实际中标价不到设计

价格的 80%，导致标准、质量、实际投入下降。

建后管护亟待加强。高标准农田建成后，形成的资产管护责任未能全面落实，管护措施还不够到位，部分防渗渠损毁严重，

栗站涵间铁件锈蚀，建成渠道杂物丛生，导致工程长期效益发挥不够充分，不少地区建成高标准农田后，仍然一家一户种植，

结构调整不快，集约化水平不高，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路不宽，措施不多，高标准农田建设效益未能充分发挥。

全面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必须切实做到“建、管、用”相结合，从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同步提升。

规划引领，进一步强化高标准农田方案编制机制。进一步完善专项规划和分区规划，既要有工作规划，又有路、渠、桥、

涵、闸、站等设施建设方案。要涉及时间和农业产业空间的摆布、资源和要素的配置、目标和责任的分解。一要注重填平补齐。

对存在的空心地块和空白村可以因地制宜，综合治理，以点成线，以块成面。在项目安排上应以村、镇为单位，有计划整体推

进。二要加强现场踏勘。按照农业现代化、生产规模化、经营产业化的思路，科学合理设计沟渠田林路、桥涵闸站电、农业综

合服务设施等元素，因地制宜提出符合实际的高标田建设方案。三要优化农田生态。实施占补平衡、土地复垦一定要考虑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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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要增强土壤保水、保肥、通气能力，真正实现藏粮于地，促进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

统筹协调，进一步完善高标准农田建设推进机制。要统筹协调发展改革、农业资源开发、国土、农业、水利、电力等部门，

统筹协调工程建设、农艺农机、水利复垦等专业技术力量。一要统筹项目安排。一方面分部门积极向上争取项目，另一方面统

筹建设区域，综合发力，避免项目重叠，投资重复。二要统筹项目推进。对项目建设计划下达、项目安排、可研评审、实施进

度和检查验收进行统筹。三要统筹项目资金。要按照“规划标准统一、资金渠道不变、相互协调配合、信息互通共享、积极推

进整合、共同完成目标”的要求，以县域为基本单元，加强不同渠道资金的有机整合，连片开发、整体推进，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

强化管理，进一步营造高标准农田建设环境机制。一是营造干事创业的氛围。在严格执行“项目法人制、工程招投标制、

工程监理制、施工合同制、竣工验收制”等项目管理规定的前提下，建立健全容错机制，提高相关部门申报、实施高标准农田

项目的积极性。二是科学设置评标细则。改变现行低价中标方式，结合高标准农田的特点，综合评判，搭建操作性强的招投标

平台，确保实际建设标准、投入、质量均不下降。三是缩短办事时效。改变现行增补工程须重新招投标方式，结合高标准农田

的特点，采取跟标方式，缩短办事时效，压缩建设工期。

综合施策，进一步提升高标准农田建设评价机制。一要改善农业生产条件。要围绕当地农业产业实际，因地制宜，通过沟

渠田林综合治理，桥涵闸站电科学配套，改善农业基础设施，让农民群众受益。二要做好耕作层剥离与再利用。耕地耕作层是

经长期自然演化和耕作培肥形成的适合农作物生长的优质表土，是耕地的精华部分。在土地平整过程中，要切实做好耕作层剥

离与再利用工作，在土地复垦中，要切实加强耕作层再利用工作。三要优化农田生态。高标准农田建设要考虑农田生态，要改

善土壤理化性状，提高防洪排涝能力和灌溉效率，真正实现藏粮于地。

管用结合，进一步提升高标准农田建设绩效机制。一是做好资产移交。及时将高标准农田建设形成的资产移交到当地镇村，

明确管护主体，落实管护责任，将高标准农田的管护纳入“七位一体”管护的内容，确保管护措施落实。二是充分发挥效益。

对高标准农田建成区域加大招引力度，促进“全托管”、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不断发展，重点发展、扶

持 100-300 亩左右的适度规模经营主体。鼓励农业龙头企业在高标准农田区域建设高标准、成规模、可示范的现代农业示范基

地，切实提尚局标准农田的产出。三是加强风险防范。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流转风险评估制度，完善土地流转手续。探索建立土

地流转风险保障金制度，确保土地流出方利益。引导建立村级土地股份合作社，统一经营，形成风险共担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