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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高标准农田项目长效机制

李文西 糜 裕 凌九州 陈 瑾 / 江苏省扬州市农业农村局

民以食为天，粮以田为本。近年来，江苏省扬州市高标准农田建设坚持不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

粮于技”战略，注重规模连片开发，大力建设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吨粮田”，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扬州贡献。2011-2022

年，全市现有耕地 410.78万亩，永久基本农田 363.89万亩，共投入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 66.74亿元，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 297.97

万亩，占耕地比重 72.5%，占永久基本农田比重 76.6%。2023年，全市新建和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43个，建设面积 20

万亩以上，投入财政资金 5.8亿元，实现粮食亩产平均提高 80公斤以上。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扬州市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

提升，粮食单产连续 5年位居全省第二，粮食总产实现“十九连丰”。

农田建设取得成效

农田建设重要地位不断提高。近年来，扬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2021年召开的扬州市第八次党代会

上，将高标准农田建设列入乡村振兴“十件大事”之首进行高位谋划，2022年市委八届二次全会上将高标准农田明确为农业农

村工作重点攻坚突破任务进行高位推进。市委将高标准农田建设列为高质量考核和乡村振兴考核的重要内容，形成党委政府领

导、农业农村部门牵头、相关部门配合、群众广泛参与的工作机制。

农田建设规划着眼长远。市政府制定《扬州市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2030年）》，以粮食亩产 1000公斤作为核心建

设标准，对项目区实行水利、农业、道路、林业、科技综合施策，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达到“格田成方、绿化成网、沟渠配

套、道路通畅、旱涝保收、亩产吨粮”的建设标准。项目布局上，注重集中连片、规模开发，坚持做到“四个结合”，即与土

地适度规模经营、农业结构调整、特色产业发展、园区建设相结合。项目安排实行“五个优先”，即优先支持粮食主产区和乡

村振兴帮促重点地区，优先支持建成年份较早、投入水平较低、亟待改造提升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区，优先支持因灾害等原因损

毁需要恢复农业生产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区，优先支持建设后产能提升明显且有利于农业转型升级、发挥示范引导的项目区，优

先支持位于大中型灌区内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区。

农田工程建设取得成效。近年来，结合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坚持新增建设和改造提升并重，建设数量和建成质量并重，

工程建设和建后管护并重，产能提升和绿色发展相协调，按照“宜机化、规模化、生态化、景观化、数字化”要求，努力提高

农田工程建设成效。一是开展平田整地工程建设，把农田平田整地作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基础性工程，积极开展小田并大

田工作，努力推进农田条块化、方整化、规模化、宜机化。目前，有 70%以上的项目开展了平田整地工程。二是开展农田灌排

水利设施建设，建设农田沟、渠、涵、闸、管等水利配套工程，实现农田早能灌、涝能排。目前，项目区累计建设灌排泵站 6709

座，衬砌渠道和管道 8499.48公里。三是开展田间交通工程建设，按照有利于农业生产、农民生活的要求，科学合理规划布局，

积极推进田间道路硬质化和机耕桥建设。已建机耕桥 5310座、农田机耕路 5309.3公里，田间小沟建筑物 44.79万座。四是开展

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建设，围绕农业规模化经营主体需要，以节水高效为目标，因地制宜推广管道灌溉、喷滴灌等节水灌溉措施，

每年发展高效节水灌溉面积近万亩，累计建设一体化自动灌溉泵站 140多座，提高了农田灌溉作业效率和自动化程度。通过实

施农田建设“五化”工程，实现了全市高标准农田“田成方、林成网、路相通、沟相连、旱能浇、涝能排”的建设目标，为全

市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安全稳定供给奠定坚实农田基础。

农田建设试点工程稳步推进。近 3年来，持续开展 3项农田建设试点工程。一是开展排灌系统生态化改造试点。贯彻绿色

发展理念，积极利用现有沟、渠、塘或河滨等，建设肥水收集池（塘）、生态调蓄塘、生态拦截沟渠及再利用设施等，进行农

田退水净化再利用，促进农田生态环境改善，原则上一个县（市区）不少于 1个项目，已累计实施省级生态化改造试点项目 11

个。投入市级专项资金 2000万元，在吴桥镇、杨寿镇、月塘镇等地建设生态型高标准农田项目，因地制宜开展灌排系统生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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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结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加大农田防护林网、沟道整治、生态护坡、生态调蓄塘等措施应用，保护农田生态系统，为建

设“美丽乡村”提供生态屏障。二是开展耕地质量建设试点。已实施耕地质量试点项目 9个，通过建设耕地质量监测点和施撒

有机肥等各类耕地地力提升技术，全面加强耕地保护，使项目区耕地质量等级平均提升 0.2以上。三是开展数字农田建设试点。

2023年，在仪征马集和江都吴桥项目区实施 2个数字农田项目，通过开展灌排设施智能化建设，并配备水位实时监测设备和闸

（阀）门自动化控制设备，实现田间灌溉、排水智能化。

农田工程建设质量严把“四关”。严把设计关，在项目初步设计阶段，树立“打造精品项目，铸造精品工程”理念，做到

超前谋划选项，提前开展现场勘查，并推行部门、乡镇、设计、村组“四方会签”制。严格落实初步设计县级初审、市级评审、

交叉互审、省级抽审等制度，确保初步设计方案不断优化完善。严把进度关，项目建设过程中，分阶段明确建设任务，建立领

导挂钩联系制度，开展督查、通报，确保项目早建成、早受益。严把质量关，推行全程跟踪审计、工程质量检测等第三方机构

参与质量管控，印发《扬州市农田建设安全生产重点任务清单》，建立“部门、监理、群众、审计”的四位一体监管机制，全

市农田建设领域始终保持安全生产零事故。严把验收关，精心组织开展市级竣工验收，连续五年在省级验收中获通报表扬。

持续推进面临制约

可用于新建高标准农田的后备资源已不足。通过连续多年建设，扬州市交通条件较好、离水源较近、地势平坦且符合集中

连片要求的区域基本都已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其他耕地大都是边角田、零散地、城乡接合部或水产养殖区域，基础设施条件

差、地形地貌复杂、碎片化严重，建设难度大、成本高。目前全市已建成的 297.97万亩高标准农田，在永久基本农田范围内的

为 278.77万亩，剩余未建高标准农田的永久基本农田约为 85.12万亩，包括了水田、养殖水面、园林地、城镇周边等不符合高

标准农田项目立项条件的面积约 40.17万亩，可用于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的永久基本农田面积约 44.95万亩，大部分都是分散、

零散地，可用于成片连片规模开发的后备资源已不足。扬州市高标准农田建设将逐步过渡到以提升改造、提档升级、提质增效

为重点的任务上来。

高标准农田建设“进出、占补平衡”中难补的问题比较突出。根据《关于加强耕地保护严格耕地用途管制的通知》（苏自

然资发〔2022〕178号）文件规定：高标准农田建设中开展必要的田间道路建设及灌溉排水设施等，允许少量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并在项目区内予以补足，确实难以在项目区内补足的，在县域范围内同步落实补划任务。在自规部门开展的第二次、第三次全

国国土调查中，把大部分的田间道路、沟渠都划入了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范围，导致当前在田间机耕路、灌溉水渠（顶部宽超过 1

米的）进行硬质化施工时，就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均须落实永久基本农田“进出、占补平衡”。这影响了基层申报高标准农

田项目的积极性，限制了田间工程规划的合理布局，增加了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难度。

平田整地工程中“小田并大田”仍有现实困难。按照“先流转后建设、先平整后配套”建设思路，把农田土地平整作为一

项基础性工程，为适应扬州市宜机化要求，以 10～30亩为一条块方，逐步推进土地平整工作。在实际工作中，已实现土地流转

的种植大户开展“小田并大田”比较顺利，但仍有相当数量的农田按照承包关系分散在农户手中，开展“小田并大田”比较困

难，不少地方还存在“农户有利益、村组有矛盾、乡镇有困难、县级难推动”等特点。

建后管护力度需进一步加强。农田基础设施“三分建、七分管”，一些地方还存在重建设轻管护的情况，加之高标准农田

建设面广量大、工程分散，建后管护难客观存在，村组和农户参与农田水利设施管护的积极性不高，个别项目存在管护资金不

到位、人员难落实、责任心不强情况，破损的机耕路、农桥、沟渠等不能及时修复，影响了工程长期效益。

严格监管提升质量

示范引领，打造高标准农田重点项目。一是打造田块整治示范典型。推动射阳湖、界首、槐泗等一批项目开展平田整地、

林网建设、田间道路工程，建成可观摩、可借鉴、可复制的高标准农田建设样板。二是打造农旅融合示范典型。因地制宜利用

田园景观和自然生态，打造有自身特色的新型生态旅游农业。马集镇项目突出数字农田和景观农田建设，结合彩色稻田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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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353沿线的天乐湖、润德菲尔、黑莓小镇等景观连成一线。三是打造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典型。重点建设江都吴桥镇项目苏扬

大米种植基地和宝应柳堡镇项目美兰农场示范推广基地，为农产品精深加工提供优质稻米加工原料和带动农民增收致富推广繁

育优良种植品种，推动农业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打造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示范平台。四是打造美丽乡村建设示范典型。广陵区

头桥镇项目发挥城郊周边优势，以“百里三江，乡野环道”为主题，依托村庄整治、河道整治、垃圾治理等民生工程，构建农

田宜耕、风景宜人、生态宜居的现代化田园乡村。仪征市月塘镇项目立足山水生态名镇，借助四庄村等多个行政村村容、村貌、

村风生态环境治理整体效果，依托休闲旅游景点和省级茶产业发展示范园，发展农旅融合、相互映衬的特色田园美丽乡村。五

是打造农业资源集聚示范典型。按照“良田+良机、良种、良技、良艺”等诸多农业要素资源，实现政策、项目、资金、技术集

群集聚，联合打造包含诸多农业要素的高标准农田建设示范典型，形成具有扬州特色的高标准农田示范亮点。将组织示范项目

建设单位外出参观学习先进地区好的建设模式。2023年底前，将开展 10佳高标准农田示范创建项目评选，推广示范成功经验。

严格监管，狠抓农田建设工程质量。进一步完善农田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和评价考核制度体系建设，围绕设计、施工、

监理和招投标等关键环节出台相关政策性文件，构建长效管理机制。市农业农村局将采取“四不两直”的方式，聘请第三方检

测机构进行检测，对在建工程进行开展动态、随机、不打招呼、全过程、全要素的质量抽查，对存在的问题当场指出、跟踪督

查、记录在案。建立对设计、施工、监理单位的考核制度，适时发布农田工程质量建设情况通报，对履约行为好、工程质量优

的单位进行通报表扬，对监理责任落实不到位、工程建设质量存在问题的单位进行通报批评、限期整改。市县两级农业农村部

门建立农田工程质量举报监督电话，回应社会各界关切，加强舆情跟踪分析化解。


	建立高标准农田项目长效机制
	李文西 糜 裕 凌九州 陈 瑾 / 江苏省扬州市农业农村局
	农田建设取得成效
	持续推进面临制约
	严格监管提升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