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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农业农村厅 联办

本报讯 11月 7日，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

党组书记、厅长孙巍峰到新乡市原阳县、新乡县实地调

研绿色种养循环示范产业园建设和土壤“三普”外业工

作推进情况。

在原阳县阳阿乡肉羊养殖基地，孙巍峰实地查看

种养“一体化”和“地力加油站”建设情况，听取原阳县

关于绿色种养循环示范产业园建设情况汇报。他指

出，建设“地力加油站”、打造绿色种养循环示范产业园

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南“树牢绿色发展理念”

重要指示的关键举措，是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

略、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的具体行动，对在更高基

点上扛稳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意义重大。要突出规划引

领，坚持政府主导、市场主体、共建共享原则，邀请有关

专家参与，共同研究划定“地力加油站”覆盖半径，加快

太平镇、阳阿乡、陡门乡等养殖密集区域的统筹布局，

合理构建“以种定养、以养促种、种养循环”的“三位一

体”发展新模式，打造出一批“资源要素匹配合理、技术

创新共享推广、多点布局联农带农、农企联动互利共

赢、生态有机循环发展”的现代农业“地力加油站”。要

树立系统观念，坚持“投融建运管”一体化推进和“政学

研用产”全链条布局，把“地力加油站”建设和高标准农

田、乡村规划、农机定制应用等工作统筹考虑，一体设

计规模化养殖场水肥工程，将畜禽粪污、作物秸秆、农

村生活有机垃圾等作为“地力加油站”的重要原料来

源，实现种植养殖和农村生活垃圾一并处理，既提高土

壤肥力，又促进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要科学有序推进，

规划布局一旦明确，就要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

着一任干，省农业农村厅将派工作组入驻原阳县开展

下沉式指导服务，支持原阳县加快“地力加油站”规划

建设。原阳县要加大工作力度，力争一个月内完成整

体规划的调整优化，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可推广、能实

操的建设导则，并力争用三到五年时间，实现原阳县域

内“地力加油站”的科学分布、建成投用、运营有序、发

挥作用，为全省绿色种养循环示范产业园建设作引领

当示范。

在新乡县古固寨镇王连屯村剖面样点采集现场，

孙巍峰与调查采样技术领队、一线质量控制人员、省三

普办外业专家和现场工作人员深入交流。他强调，外

业调查采样质量是土壤“三普”工作的“生命线”，关系

到“三普”的成败，现在已经到了攻坚冲刺的决战时刻，

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把“质量第一”的普查理念贯穿

到采样调查的全过程，紧盯现场质控、数据审核、接收

检查、专家组审核等关键环节，确保调查采样质量和效

果。要压实责任加快推进，省级外业调查采样质量控

制工作组要加强对市县外业质控的组织、实施和效果

进行监督评价，各地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强化内部质

量控制，加强规范规程培训，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加快

外业调查采样工作进度，确保快稳准好打赢这场调查

采样攻坚战。 （本报记者）

本报讯 为深入学习运用“千

万工程”经验，推动省委、省政府关

于“设计河南”建设决策部署落实

落地，11月 5日，省农业农村厅正

式启动“千村万户”乡村设计精品

示范行动，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

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孙巍峰主持

有关项目签约和乡村建设专题培

训。

在启动仪式上，省农业农村厅

与农道联众（北京）城乡规划设计

研究院签署《河南省“千村万户”乡

村设计精品示范行动合作协议》，

双方将通过深化乡村建设领域金

融、设计、人才、大赛等方面合作，

推广“可落地、可运营、可持续”的

乡村设计理念和建设经验，争取用

5年时间，为全省每个农业县（市、

区）培养 10~20名乡村设计师，共

同打造 1000 个示范村、10000 个

示范户，以点带面推进全省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建设。

在乡村建设专题培训会上，农

道联众院院长孙君、副院长罗文斌

分别以《千万工程进万家乡村振兴

怎么干》和《标准化助力乡村建设》

为题作辅导报告，通过展现乡村建

设实例，详细讲解乡村设计前沿理

念、建设模式和标准规范，为重构

重塑乡村价值提供了有益启示。

孙巍峰在主持讲话中指出，设

计是产业链和创新链的源头，设计

乡村是“设计河南”四大板块之一，

启动“千村万户”乡村设计精品示

范行动，是落实省委、省政府“设计

河南”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是建

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重要举

措。我省有4万多个村庄、4000多

万农民，要用设计引领乡村发展，

推动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资源

流向广袤农村，在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建设中重构重塑乡村价值，推动

中原“千村万村向未来”。一要学

好“千万工程”经验。“千万工程”蕴

含的理念、思维和方法具有普遍的

指导意义和旺盛实践活力，已经成

为新时代新征程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的重要引领，要深入学习运用

“千万工程”经验，准确把握久久为

功、人民至上、问题导向、系统观

念、党建引领等工作机制和推进办

法，指引我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建设农业强省。二要抓好“千

村万户”示范。树立运营前置、打

造精品理念，逐村逐户抓好规划设

计、项目落地、乡村经营等关键环

节，率先塑造 1000个乡村振兴样

板村庄，示范带动全省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建设全面推进。三要做好

设计落实落地。乡村振兴是为农

民振兴，乡村设计也应为农民设

计，关键是让设计能落地、有效

益。要加强调查研究，尊重农民主

体，在设计中综合考虑当地资源禀

赋、历史风貌、民俗风情，多征求原

乡人、新乡人、返乡人意见，用设计

提升土特产业、挖掘乡村多元价

值、完善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群

众共享乡村设计成果。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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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村万户”乡村设计精品示范行动启动

落实落细各项举措落实落细各项举措 推进灾后恢复重建推进灾后恢复重建

全省全省760760万亩灾后恢复重建项目全部建成万亩灾后恢复重建项目全部建成

本报讯 （记者吴向辉）2021年夏

秋季，开封市遭遇特大水灾，农田水

利设施损毁严重。开封市委、市政府

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创新建管

机制，狠抓工作落实，扎实推进水毁

农田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目前已全面完成了

项目建设任务，为守牢粮食安全底线打下坚

实基础。

在项目启动之初，对项目内农田设施现

状进行勘验，组织水利、交通运输、农业农村、

电力等行业部门专家召开项目规划编制培训

会，对项目设计中设施进行合理性、规范性论

证，有针对性的规划项目建设。

该市还建立了“建、管、用、维”长效管护机

制，确保已建高标准农田项目设施正

常使用，长久发挥效益。制定印发关

于加强农田水利设施管护工作的指导

意见，进一步规范工程移交、管护措

施、资金筹措、监督奖惩等事项，建立

“管护员每月巡护+井长统筹反馈+维修员一

线维护”的长效管护运行机制；建立排查整改

常态化机制，村级“五长”、乡村干部及网格员

每周下地巡查，解决“无人管”的问题；在机电

井管护上，实行“井长制”模式，经费经受益农

户协商按地分摊，解决“无钱管”的问题；与保

险公司进行对接，由财政拨付资金为机电井投

保入保，把后期管护工作交由保险公司负责，

开启“政府投保”模式，解决“管不全”的问题。

本报讯 （记者吴向辉）今年10月底，鹤

壁市96.18万亩高标准农田灾后重建项目全

部完成竣工验收，24.78万亩 2022年新建高

标准农田项目也已完成竣工验收。

鹤壁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高标准农田建

设工作，该市农业农村局将高标准农田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作为年

度工作重点，压紧压实工作责任，确保按时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

为实现项目管理规范化、精细化，该市农业农村局聘请第

三方机构对项目建设进行全覆盖、全过程监管，要求县区农业

农村部门及监理单位加强工程质量管控。

针对项目建设薄弱环节，该市制订专项整治百日行动方案，

成立了专项督导组，强化督导检查，统筹推进专项整治工作。

为健全高标准农田管护长效机制，该市农业农村局印发

了《鹤壁市关于加强农田水利设施管护工作的指导意见》，县

区农业农村部门也相应修改完善具体管护办法，明确亩均管

护资金投入标准（每亩 8元），建立健全管护制度体系，形成

“村管护、乡维修、县农业农村部门监管”的长效机制。同时加

大高标准农田相关政策宣传力度，增强了群众参与农田建设、

爱护农田水利设施的自觉性和主动性，确保了高标准农田建

设优质严管、长期发挥效益。

本报讯 （记者吴向辉）辉县市将

高标准农田灾后恢复重建和正常项

目建设作为重中之重的工作来抓，按

照“目标不变，重心不移，压力不减”

的要求，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项目建

设，按下项目建设“快进键”，保证了高标准农

田灾后恢复重建和正常项目建设任务完美收

官。

在推进高标准农田灾后恢复重建和正常

项目建设中，辉县市主要领导深入一线谋划

推进，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第一时间协调解

决项目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确保项目建

设有序推进。为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导

小组实行“日调度、周通报”机制，多次召开专

题推进会、协调会等重要会议，并对存

在的各类问题及时分析研判，协调跟

进解决。

辉县市按照“严真细实快”的工作

要求，战寒冬，抢工期，发挥乡镇、村干

部的工作热情，与施工方形成齐抓共管的工

作格局。

辉县市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建

设要求，牢牢把握质量底线。项目所在村成

立村民监督委员会，全过程监督项目实施，发

现问题现场反馈、现场解决。

目前，辉县市8.6万亩的灾后修复高标准

农田项目和 11.37万亩的新建高标准农田项

目已全部建成。

本报讯 （记者吴向辉）2021 年

夏秋洪涝灾害直接导致安阳县近

24.3 万亩耕地受到不同程度的损

毁。在省市的统一部署下，安阳县积

极开展灾后重建工作。

经核查申报，安阳县有20.82万亩农田被

列为灾后修复项目，包括：新建水毁非高标准

农田共计 3.84万亩，Ⅰ类高标准农田灾后重

建项目面积 8.43万亩；Ⅱ类项目 6.4万亩；Ⅲ

类项目2.15万亩。

安阳县农田灾后重建面积大、任务多、工

程量大，在安阳县农业农村局的指导下，各乡

镇实施的灾后重建项目采取挂图作战，对表推

进的工作方式，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灾后重建

工作。2022年 4月，完成高标准农田

灾后重建示范区主体工程；2022年 6

月底完成灾后重建Ⅱ类修复工作；

2022年 10月底完成了灾后重建Ⅰ类

主体工程；2022年11月底完了3.84万

亩高标准农田新建工作；2023年 6月底，完成

了灾后重建Ⅰ类建设任务；截至目前，该县已

全部完成高标准农田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安阳县在开展高标准农田灾后恢复重建

工作以来，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效果导

向，切实解决农田灾后重建突出问题，坚持高

标准农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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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面提高建设标准，确保粮食安全。

本报讯 （记者吴向辉）南召县坚

持快、严、实“三原则”，圆满完成了

6.52 万亩高标准农田水毁修复重建

任务。

该县在前期工作突出“快”，一方

面迅速组织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现场办公，全

面开展灾后排查，建立重建台账，为项目实施

提供依据。另一方面，迅速组织各乡镇政府

对辖区内紧急程度较高、损毁程度较轻、修复

所需资金较少的受灾设施进行突击抢修。

在项目建设中突出“严”。严把“时间关”，

开辟审批“绿色”通道，抢抓工期，于今年6月底

前使水毁高标准农田全部修复完成。严把“质

量关”，紧盯原材料、质量检测监督、工

程验收运行和安全生产几个重大环

节，确保工程质量符合标准。

后期管护突出“实”，确保长效利

用。该县完善了县级管护办法，构建

县级政府负总责、乡镇政府承担属地责任、村

级组织负责全面管护辖区内农田水利设施的

责任体系，抓实“一长两员”制、定期巡查维修

等制度。提高亩均管护资金投入标准，将管

护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专款专用。开展集中

排查整改，强化农田基础设施管护，细化管护

措施，强化人员培训，加强监督管理，做到设施

损坏发现及时、报告及时、维修高效。

本报讯 （记者吴向辉）2021年特大暴雨

灾害导致襄城县农田受灾面积5万多亩。面对

灾情，襄城县迅速组织谋划农田恢复重建项

目，采取有效措施加快推进灾后重建工作。截

至今年10月底，襄城县Ⅰ类水毁高标准农田重

建项目提前完成主体工程，Ⅲ类水毁高标准农田应急修复项目

已经全部完工，使农业防灾减灾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为确保项目如期建成、群众及早受益，襄城县认真研究

上级灾后重建政策，经县委、县政府同意，提前对沟渠、桥涵

工程进行施工。整合各相关部门力量成立工作专班，定期组

织各乡镇召开推进会，上下通力协作，形成了“上下一条线，

左右一盘棋，齐抓共管搞建设”的良好局面。

严格灾后重建项目建设全过程质量管理，该县农业农村

局组织人员每天坚持到施工现场巡检，在项目所在村选派村

干部、老党员全程参与工程质量监督，构建起了农田建设项

目多层级、全方位的质量监管体系。

对完成建设的农田水利设施，该县农业农村局及时移交

项目到所在乡镇，明确管护责任人和责任主体。制订了《高

标准农田水利工程设施建后管护工作方案》，按照每亩6元的

标准，每年投入500万元用于全县农田水利设施管护工作。

本报讯 （记者吴向辉）为推进高标准农

田灾后恢复重建，淅川县采取专班推进、加强

调度、严格管理等举措，使0.09万亩高标准农

田Ⅱ类水毁修复重建项目保质保量如期完工。

该县成立了以县委书记、县长为组长，

相关县领导为副组长，相关县直单位负责人为成员的灾后恢

复重建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工作专班办公室，统筹推进高标

准农田水毁修复重建的各项工作。

该县实行“周报制”，专班办公室及时汇总，掌握项目施

工进度、资金支付、存在问题等情况。定期召开协调推进会，

听取工作进展，协调解决问题，消除施工阻碍。组织农业农

村、财政等部门深入施工现场，督促施工企业加派力量，保证

当日工程进展，确保工程按期完工。

为保证工程质量，要求施工方切实把好“材料关”，提供

有效证明，及时抽样送检，并派驻专职技术人员现场调控。

监理方坚持吃住在工地，实行全过程监管。农业农村、审计、

财政等部门安排专人对施工进度、工程质量进行现场督导，

确保灾后重建项目保质保量如期完工。

全力以赴抓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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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城县

11月11日，夏邑县曹集乡“00后”农场主陈阳在直播销售草莓。每年11月，
夏邑草莓开始上市，整个采摘期持续到来年5月，亩产3500公斤以上，亩均效益
在4万元左右。 夏天 摄

重建项目高质量
本报讯 （记者吴向辉）2021年夏

秋季，武陟县遭受洪涝灾害，农田基

础设施受到了不同程度损毁。据统

计，武陟县非高标准农田水毁面积

22000 亩 ，Ⅱ 类 水 毁 高 标 准 农 田

10020亩，Ⅲ类水毁高标准农田300亩。

武陟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灾后重建工

作，积极恢复重建水毁农田。截至目前，所有

农田灾后重建项目均已完工投入使用。

针对农田灾后恢复项目建设工作，该县

召开专题推进会，要求各乡镇在谋划项目的

同时，主动出击，积极开展自救，充分调动发

挥各村的积极性，抓紧组织修复，力争尽快恢

复农田设施使用功能。

为高质量、高水平、高进度推进灾

后恢复重建项目，武陟县农业农村局在

项目开工前召开项目涉及乡镇以及施

工单位参与的统筹会，要求各乡镇提前

组织项目所在村对施工现场进行清理，

确保施工单位可以即刻进场，保障项目整体进

度。组织相关单位及时解决项目推进中遇到的

各类矛盾问题，扫清影响项目推进的各种障碍。

在加快项目进度的同时，该县强化工程

质量监管，为把好工程建设质量关，在施工监

管上，建立了由监理单位、建设单位及项目区

乡镇政府等多层次的监管机制。同时，该县

在修复的同时优化农田水利设施管护方法，

逐步落实“一长两员”管护架构。

本报讯 （记者吴向辉）2021年7月，汤阴

县遭遇严重的洪涝灾害。该县灾后重建高标

准农田建设任务为41.74万亩，其中Ⅰ类水毁

高标准农田重建项目规划面积10.39万亩、Ⅱ

类项目面积14.64万亩、Ⅲ类项目面积16.71

万亩。

该县高站位谋划，主要领导亲自抓，主管领导一线指挥，

形成了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为高标准农田建设各项工作

落实落细提供了组织保证。该县还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支持，

不断加大资金投入，为高标准农田建设提供了资金保障。

该县落实建设和管护并重，杜绝“重建轻管”。在每个项目

所在乡镇确定至少两名管护员，平时每月对高标准农田工程设

施巡查不少于两次，农忙时期每天巡查不少于一次，并及时拍

摄管护照片，填写巡查记录，建立管护台账，记录管护情况。

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有效地提高了抵御自然灾害

和综合生产能力，提高了耕地质量，推进了良种良法的规模

化、标准化、产业化发展，加快了农田科技应用水平，改善了

农民的农业生产、生态及生活环境，为当地农业高质量发展、

增产增收奠定坚实的基础。

武陟县

科学管护保粮安

汤阴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