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入秋季，成都平原的稻田一片金黄，

稻穗弯下了腰，空气中弥漫着稻谷的清香，

各地的早稻开始陆续成熟，拉开了今年的

丰收序幕。

近日，记者从成都农技总站获悉，今年

全市水稻种植面积216.2万亩，目前已有

超过10万亩进入收割期。尽管今年遭遇

了高温天气，但由于近年来成都加强了高

标准农田建设，水源保障充足，因此水稻产

量并未受到太大影响。预计到9月中旬，

将迎来大面积的水稻收割。

机械化上阵
收割脱粒烘干仓储一气呵成

8月31日一大早，邛崃市羊安街道清

河村的田间地头已是一片繁忙景象，金色

的稻浪中，3台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一

串串饱满的稻穗很快被收割机卷入“腹”

中，收割、脱粒一气呵成。伴随着黄澄澄

的稻谷装满车，种植户脸上洋溢着的笑

容，构成了一幅幅美丽又生动的金秋丰收

画卷。

“我们今年种了超3000亩水稻，从8

月23日开始收割早熟品种，预计9月底、

10月初全部收割完成。按现在计算的数

据看，亩产在750公斤左右，目前我们已经

组织了5台以上联合收割机，整个过程全

部是机械化操作，保证颗粒归仓。”依丰水

稻专业合作社职业经理人李红介绍说。

在温江区万春镇高山村，同样是一片

壮观的机收场面。按照之前的排班，两台

现代化收割机正在帮种植户杨龙军收割他

家的水稻，成熟的稻穗被吞进机器，吐出粒

粒饱满的稻谷，不一会儿，他家的27亩多

稻谷便全部收完，收割机又立即赶赴下一

站。

稻田旁还有卡车在待命，将收获的稻

谷迅速运往附近的烘干中心。在那里，烘

干、储存、加工、销售一站式搞定。“我一个

人种这20多亩地，很轻松，今天粗略测了

一下，每亩产量大约1100斤！”杨龙军看着

收完的稻田，满足地说。

新品种助力
水稻产量效益双丰收

尽管烈日炎炎，金堂县又新镇万安村

的村民却满怀期待地会聚于稻田之畔，只

因昨日不仅是打谷子的日子，更有四川农

业大学的专家前来指导。今年，村里成立

了成都市首个村级粮油产业专家工作站，

在全镇推广种植水稻7000余亩，试验种植

天府胭脂、琥珀一号等功能水稻和高端优

质香稻近10个，大家都想来看看，这些以

前从来没听说过的水稻到底怎么样。

“预计亩产1100斤，总产量3800余

吨，功能水稻全产业链开发亩产值可高达

1.3万元！”听到现场报出的数据，大家都惊

呆了，“天啊，真没想到，种水稻也有这么高

的效益！”

沿着龙泉山脉来到简阳市禾丰镇丙灵

村，伴随着响亮的开镰铜锣声，200余亩

“紫香糯水稻”同样刷新了村民对“山区种

不出水稻”的认知。“紫香糯水稻”是成都市

农林科学院2021年为丙灵村引进的新品

种，具有抗旱、高产、高效的特点，经过前两

年村集体经济的成功试种，让村民看到了

实实在在的增收效果。如今，丙灵村正紧

锣密鼓地以“丙灵香”农特产品品牌为抓

手，致力于将田间地头的农产品转化为市

场热销的商品，不断拓宽特色农产品产业

链的深度与广度。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陈 泳 据《成都日报》

稻穗弯腰笑

成都好成都好““丰丰””景景

天府粮仓温江稻菜现代农业园，收割机正在收割水稻。 成都市温江区农业农村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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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日报讯（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培哲）8月31日，四川时代8期动力电池

生产项目在位于宜宾市的四川长江工业园

开工。

四川时代8期项目总投资60亿元，占

地约1000亩，规划建设年产30吉瓦时动

力电池生产线及相关配套，预计2025年

12月建成投产。达产后预计带动就业约

2000人，助推宜宾加快打造世界一流动力

电池产业集群。

此前宁德时代在宜宾已签约四川时代

1至6期项目、8至10期项目、时代吉利项

目和时代长安项目，总投资640亿元，规划

年产能295吉瓦时，达产后将直接解决就

业超3万人。目前，四川时代1期、2期、3

期、5期、6期、时代吉利项目和时代长安项

目已投运，建成年产能180吉瓦时。四川

时代1至10期项目全部建成达产后，将成

为世界级锂电池制造基地。

为保障四川时代8期项目顺利建设，

宜宾正加快实施丘陵220千伏变电站、中

部污水处理厂等配套设施。围绕四川时代

8期等动力电池项目，宜宾还聚合了包括

中材锂膜、科达利、银轮等28家上下游配

套企业，结构件本地配套率已达到90%以

上。

目前，宜宾已形成以四川时代、时代

吉利、时代长安为“链主”企业，以电芯、正

极材料、隔膜、铜（铝）箔、结构件、电解液、

回收利用为核心的动力电池绿色闭环全

产业链生态圈，成功获批“中国动力电池

之都”。

四川时代8期动力电池生产项目在宜宾开工
打造世界级锂电池制造基地

近日，在眉山市彭山区公义镇葡

萄种植基地，果农正在采摘“紫甜”葡

萄。

近年来，公义镇因地制宜，选准

产业发展方向，并实施“合作社+基

地+农户”运作模式，大力发展设施农

业和智慧农业，探索多样化种植，带

动农户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眉山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诗雨 摄

据《眉山日报》

“紫甜”葡萄丰收
甜蜜产业助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