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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
遗失黄宇诺（身份证号：
341126200306050217）
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
证 ， 学 号 ：
2022103120108，声明作
废。
遗失天长市仁和中学银
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为:J3752000199002 号 ，
声明作废。
遗失孙永康（身份证号：
341122200209090414）
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
证 ， 学 号 ：
2021104110329，声明作
废。
遗失李宁（身份证号：
341226200310025271）
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
证 ， 学 号 ：
2021104110325，声明作
废。
遗失天长市财政局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基金汇缴
（杨村镇）专户银行开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为:
Z3752000050801 号，声
明作废。
遗失冷月洋（身份证号：
341225200212202733）
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
证 ， 学 号 ：
2021104110341，声明作
废。
遗失崔胜杰（身份证号：
341622200204139239）
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
证 ， 学 号 ：
2021101210611，声明作
废。
遗失吕翩翔（身份证号：
341102200308191012）
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
证 ， 学 号 ：
2021401210617，声明作
废。
遗失齐鹏（身份证号：
342901200211161835）
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
证 ， 学 号 ：
2021401210633，声明作
废。
遗失熊一鸣（身份证号：
341126200208010019）
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
证 ， 学 号 ：
2021401210621，声明作
废。
遗失程强强（身份证号：
340121200109162532）
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
证 ， 学 号 ：
2021107240351，声明作
废。
遗失中建永顺集团有限
公司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 准 号 为:
J3750000649005 号 ，声
明作废。

聚焦顶层设计，统筹推进项目建设

夏末秋初，走进全椒县石沛镇枣岭村，5000亩高标准水

稻田进入抽穗期。放眼望去，阡陌交错，绿油油的稻田，焕发

着生机，孕育着希望。据悉，这里以前没有机耕道、水闸，机

械作业、灌水排水都很不方便，在改造成高标准农田后，水泥

路、水闸、泵站、杀虫灯等完善的配套设施一应俱全，真正具备

了沟相通、路相连、林成网、旱能灌、涝能排的高产稳产生产条

件，有效保障了粮食稳产增产，农户的“钱袋子”也更鼓了。

在种粮这件事儿上，滁州可谓铆足了干劲。为了人民的

餐桌丰富，为了国家的粮食安全，我市坚持高位推进，强化政

策引导，坚持“四条原则”，实施“八项工程”，在整市域推进高

标准农田建设上再发力、再部署。

坚持高位推进。市县均成立由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任组

长的整域推进高标准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建立了发改、财政、

自然资源、水利、农业农村等部门协同推进的工作机制，齐抓

共管，整市域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今年以来，市委、市

政府先后3次召开高标准农田部署会、推进会。同时，强化政

策引导，制定了整市域推进试点工作方案，出台了《关于规范

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指导意见》《统筹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和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指导意见》等文件，对全市高标准农田

建设工作进行一体部署，

坚持“四条原则”。坚持集中连片、整村推进。以镇村为

基本单位，统筹灌区、流域和区域整体规划，打破行政区域界

限，实现“一次规划、分年实施、集中投入、连片治理、整村推

进”。坚持以线带面、梯次推进。从2022年起，以江淮分水岭

风景道为引领向整市域推开，将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

准农田。坚持先流转，后建设。统一由村集体和农户签订土

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协议后，对田块进行统一规划建设，推动

碎片化耕地连片整理。坚持突出效益、良性互动。自2022

年起，按照“多增地、多节地、多改水”原则，大力推进新增耕

地和旱改水，以产生的收益来实现项目扩面提质，进而形成

良性循环。

实施“八项工程”。即：基础设施提升工程，实现“地平

整、田成方、林成网、沟相通、路相连、渠通畅”；耕地质量提升

工程，让有效土层厚度和耕层厚度满足作物生长需要；田美

乡村工程，推动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建设与人居环境改善、田

园综合体建设相结合；智慧农业工程，推动传统农业向信息

化、智能化转型升级；宜机化改造工程，确保大中型农业机械

地块通达率100%；改革提升工程，结合宅基地制度改革，统

筹盘活利用农业用地、集体建设用地资源，探索农业“标准

地”改革，因地制宜推行“一户一块田”改革；生态优先工程，

积极推进农田排灌系统生态化、病虫害生态防治、土地资源

的生态化开发利用等；建后管护工程，全面开展高标准农田

质量保险，构建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管护长效机制。

聚焦金融保障，破解建设资金缺口

在来安县大英镇高标准农田示范区，一幅幅“良田美景”

映入眼帘。该示范区项目建设面积0.5万亩，建设地点在大

英镇安徽耘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项目投资需求1000多万

元。为解决该项目资金问题，我市统筹整合拓展建设资金，

共筹集项目资金1530万元，于今年5月份顺利完工。

“示范区采取生态沟渠、木桩护坡、田间生产栈道不进行

硬化等建设，辅之稻田画、轨道农业、农事体验等措施，促进

了农旅结合，示范区已获批滁州市中小学生劳动教育实践基

地、滁州市中小学生研学基地称号。目前与滁州市教体局、

来安县教体局、南京造福一方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等多家单位

开展合作，年计划接待学生劳动教育实践、研学3万人次，收

入达500万元，形成高效的现代化农业发展新业态。”市农业

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资金保障是我市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重要一环。根

据整市域试点方案测算，全市2023—2027年计划新建和改

造提升高标准农田406万亩，按照亩均4000元投入，需要资

金162.4亿元。除去中央和省补助资金55亿元外（按照2023

年面积和标准测算），还需市县配套107.4亿元。

面对资金缺口的巨大压力，我市凝心聚力破解难题，在

稳定财政投入、引导社会投入的基础上，积极利用政策性金

融资金，实现高标准农田建设扩面提质。

成立投融资工作专班，印发融资方案，明确项目投资主

体、统筹资金使用及管理、建立项目偿债机制。加强项目谋

划，各地以高标准农田建设补充耕地指标有偿调剂、“旱改

水”入库项目、土地承包收入和新增粮食产能收益等为支撑，

精心包装项目进行融资。加快资金落地，市、县乡村振兴投

资平台，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开展多种形式的银企对接

活动，市委、市政府组织召开乡村振兴金融大会，为投融资主

体和金融部门提供供需洽谈、招商引资和金融服务。2022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已落实融资31.7亿元、支出4.72亿

元。2023年，全市高标准农田建设谋划融资36.16亿元，已授

信26.75亿元，已到位7.7亿元。

聚焦机制创新，突显项目建设成效

聚众智，汇众力。我市坚持“政府指导、市场运作、部门

联动、协同推进”原则，一体化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促

进农业高质高效、农民富裕富足、农村宜业宜居。

坚持部门联动“一体化”。农业农村部门牵头负责高标

准农田建设；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在项目谋划、设计方案确

定、工程实施以及新增耕地的核定等各个环节加强指导，重

点对项目产生的新增耕地和“旱改水”措施及成果进行专业把

关和专项验收，据统计，2023年项目，全市预计产生新增耕地

9477.7亩，“旱改水”3.02万亩，所有数据由县（市、区）自规部门

审定并出具证明；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配合对项目招

标投标出台指导意见，加强过程监管。同时，市委、市政府将

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纳入对市直单位和县（市、区）乡村振兴

战略实绩考核内容，压实各级责任，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落实。

筑牢农田保险“安全锁”。在原4个县（市、区）试点基础

上，2023年，全市全面开展高标准农田保险试点工作，目前已

累计投保面积110万亩，保费9350万元。强化数字赋能，推

广应用高标准农田管理信息化系统，对高标准农田项目建

设、使用和管护实行全程动态监测。今年，天长市、来安县等

4个先行试点县（市），已到承保期，市农业农村局会同承保公

司就管护工作中存在短板、痛点、难点等问题，有针对性地制

定了专项《高标准农田管护方案》，构建职责明确、权责一致

的管护体系，实现“五有四确保”的管护目标，天长已开出损

毁理赔第一单。

打造农民增收“助推器”。充分利用农垦集团规模化、专

业化优势与土地托管工作有机结合，辐射带动滁州市更多区

域提升农业“三大体系”现代化水平，实现小农户、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与现代农业有机融合。目前，全市参与垦地合作的

农事服务组织达20家，覆盖全域8个县（市、区）。2022年，北

大荒集团下属农服集团在建成高标准农田项目区流转土地

近10万亩、发展粮食订单生产15.1万亩、开展重点环节农事

托管服务31万亩。探索北大荒集团和省农垦采用“EPC+O”

方式，运营2023年度3万余亩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建设工作。

农为邦本，本固邦宁。下一步，我市将按照整市推进试

点的节点要求，高起点编制规划、高标准实施建设、高要求项目

监管、高效益经营管理，举全市之力，把试点工作做实做细，切实

提升高标准农田综合成效，助力乡村振兴，守护粮食安全。

滁州市加快推进农业强市系列报道二

“粮田”变“良田”沃野放歌新时代
王念念

截至2022年底，全市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728万
亩、占耕地总面积的72.5%，滁州2018—2020年连续3
年获省政府真抓实干督查激励，天长市、来安县分别于
2021年、2022年获省政府激励。今年3月，滁州成功
入选国家级整市域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试点【全国6个
市】，计划2023—2027年新建和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
406万亩，将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为高标准农田。

数据是最好的见证，一串串闪亮的数字，一项项耀
眼的成绩，生动记录了我市整市域推进高标准农田建
设取得的良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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