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委一号文件提出，“到2025年，乡村振兴走在全国前列，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深入推进”。任务
艰巨，使命光荣。怎样在乡村振兴中一马当先冲锋在前？我们必须用行动做出回答。农业大市驻马店把握自身优势，
以打造“国际农都”为目标，找特色，建平台，塑品牌，“三链同构”，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近日，记者踏上天中大地，感受
这里沃野平畴春潮涌动、乡村振兴澎湃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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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焦莫寒）4月24日，

中国工程院咨询研究重点项目结题验

收会在郑州召开。副省长武国定出席

开幕式并讲话。

本次验收会由18位中国工程院

院士参加，对中国工程院院士、河南农

业大学原校长张改平主持的“中部地

区农业高质量发展战略研究”和“中国

畜牧业绿色发展战略研究”两项研究

成果进行结题验收和评审。

武国定指出，河南农业大学围绕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乡

村振兴、中部崛起等国家战略，开展了

积极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希望河

南农大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清华大学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围

绕农业农村现代化育人才，围绕乡村

“五大振兴”找定位，围绕河南“乡村振

兴走在前列”作贡献，勇于攻克“卡脖

子”的关键核心技术，加强产学研深度

融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再立

新功。

武国定强调，河南将充分借助院

士和专家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招

才引智的桥梁作用和研判谋划的智

囊作用，以更高标准、更大力度推动

工作，努力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中部地区崛起中更加

出彩。

走稳“三链同构”之路
——中原农业大市驻马店的乡村振兴路（上）

本报讯（记者刘婷婷 通讯员张
相杰）4月25日，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产业发展处副处长、三级调研员侯文

霞率河南省“豫麦”系列标准调研组赴

郑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开展调研座

谈，听取企业对“豫麦”品质标准的认

识和建议。

调研会上，侯文霞就“豫麦”品牌

的情况、意义进行了详细讲解。小麦

种植企业（中化现代农业）、面粉采购

企业（中粮、多福多）、主食加工企业

（三全、思念）、收储企业（中原粮库）等

14家相关企业负责人在调研座谈会

上积极发言，对各自企业的小麦仓容

量、生产量，以及小麦品质指标如容

重、面筋、吸水率、拉伸延伸线等方面

作了详细介绍。

郑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成

员、副局长王喜胜在调研会上表示，打

造“豫麦”品牌，就是要从“农民种什

么、企业加工什么”来引导农民种植结

构调整，实现“市场需要什么、农民种

植什么”，逐步做到优粮优种、优粮优

购、优粮优储、优粮优加、优粮优销，使

种粮农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加工

企业获得好的经济效益、广大人民群

众吃到可口健康的食品，营造多方共

赢的良好局面。

据悉，省“豫麦”系列标准调研组

已在信阳、周口、新乡小麦主产区进行

了实地摸底调研，多方面掌握了我省

小麦生产和使用现状，为指导优质小

麦标准制定夯实基础。

□本报记者李萌萌

4月15日，记者从鹤壁市区驱车弯弯绕

绕来到汤阴县、浚县、淇滨区交界处的李福

营村，偌大的山水乡村美景图铺满了李福营

村综治中心东面的一面墙，眼前的长廊和小

广场干净、整洁，几位老人在聊家常，见到一

个年轻的小伙子就打招呼：“桂书记又转村

呢，又给咱村带来了啥好消息？”当天，记者

跟着这位“桂书记”参观了李福营村。一年

前还被称为经济“空壳村”，如今成为让人羡

慕的实业村。

2020年3月，省委选派省生态环境厅桂

珂到鹤壁市大赉店镇李福营村任驻村第一

书记，李福营村全村505户 2245人，耕地

6580亩，“没山没水，又发展不了工业，党组

织涣散、村庄落后，第一次到村还是被惊到

了。”38岁的桂珂笑着说道，他也是这个村的

第一个驻村书记。

桂珂驻村时是疫情防控关键时期，他挨

家挨户走访排查，物资紧缺他求助单位，8户

贫困户有困难，他想方设法救助。火车跑得

快，全靠车头带，桂珂深知改变“两委”班子

面貌的重要性，他一边组织村干部到淇滨区

岗坡村等地参观考察学习，实施“四议两公

开”工作法，组织党员干部开展“三会一课”

“主题党日”等活动，培育出3名后备干部，确

定了9名入党积极分子。一边带着村民改变

村集体面貌，秋收后火辣辣的太阳下，桂珂

拿着镰刀带着村民清理入村沿路杂草。

一个夏季，李福营村环境干净了，乡风

文明了，村庄越来越美了，修建了综合办公

房、搭起了群众大舞台……

“这里的夏天是真热，这里的冬天也是

真冷。热也热出了成绩，冷也冷出了成效。”

桂珂回忆起驻村一年的感受颇深。

站在村口向北望去，一望无垠的麦田碧

波荡漾，在这片希望的麦田上，一个个因地

制宜的项目落地生根。桂珂驻村一年间，实

地走访，分析村情农情，致贫原因，编制了

《李福营村振兴发展规划》。

利用村子西北方110亩村集体农业设

施用地，桂珂引来投资4000万元、年产五万

头生猪的高标准养殖企业牧原集团。“等小

麦收割后，这个项目就开始建设，预计10月

投产，能为村里提供就业岗位50个，增加村

集体收入保守估计15万元。”桂珂指着眼前

的麦苗自信地说。

“李福营村最大的困难还在于农业用

水，夏季每亩地浇水光电费需要200元至

300元，能引用生态水是最好的选择。”桂

珂介绍，借助“本行”资源，他申请了鹤壁市

东区披烟园湿地再生水利用工程，已通过

审批，沿线惠及6个村庄，5月底将开工建

设。

造就“梧桐树”引来“金凤凰”。鹤壁淇

花食用油、鹤壁美丽淇酸辣粉等涉农企业

也纷纷在李福营村流转土地，种植花生、红

薯……

“这个书记来的时间不长，弄得不赖，俺

村成了令人羡慕的村。”坐在墙角晒太阳的

81岁李学顺、77岁老党员王学忠等纷纷对桂

珂竖起大拇指。

把“空壳村”变成实业村
——记省生态环境厅驻鹤壁市李福营村第一书记桂珂

武国定在中国工程院咨询研究重点项目结题验收会上指出

我省组织召开优质小麦标准制定调研会

夯实“豫麦”品质标准基础

本报讯（记者李梦露）4月25日，

全国兽药监察工作会议在郑州召开。

副省长武国定出席会议并致辞，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于康震出席会议并

讲话。于康震指出，“十三五”时期，我

国兽药产业健康发展，兽药质量创历史

新高，动物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保持高

位，兽用抗菌药用量呈现负增长，兽药

质量管理体系全面形成，兽药信息化智

慧监管基本实现。下一步，要持续加强

兽药行业管理顶层设计，贯彻落实新版

兽药GMP，优化兽药注册评审，加强兽

用疫苗质量监管，严格落实兽药质量监

管措施，加大畜禽养殖用药监管力度，

深化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努力

开创兽药行业管理工作新局面。

武国定指出，河南是全国重要的

兽药生产基地和兽药销售集散地。近

年来，坚持创新驱动，引导企业转型升

级，持续强化全程监管，促进兽药产业

健康快速发展，有力保障了畜产品质

量安全和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河南将

以此次会议为契机，努力把河南的兽

药监察管理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为推动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助推乡村

振兴提供有力支撑，以优异成绩迎接

建党100周年。

全国兽药监察工作会议在郑州召开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尹小剑）4月22日，中

国林场协会2021年会员代表大会暨理事会在湖

南郴州召开，大会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全国十

佳林场推选方案”，国有济源市愚公林场、商城县

金刚台林场入选“2020年度全国十佳林场”荣誉

称号。

据了解，“全国十佳林场”评选活动由中国林

场协会每年举办一次，旨在表彰在全国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和促进绿色发展中，在森林经营、护林

防火、产业发展、设施建设、科技兴林、改革管理

等方面有突出业绩的林场。

近年来，国有济源市愚公林场积极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文明理念，坚持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战略，高质量推进生态建设、生态

保护、林业科技、林业产业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

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金钱豹、红腹锦鸡、太行

猕猴等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多次在央视及省市

级新闻媒体出镜，不断刷新济源生态颜值。

商城县金刚台林场始建于1958年，森林覆

盖率高达98.4%。近年来，该林场不断强化森林

资源培育，高标准推进林业生态建设，有效带动

林、茶、旅多产业融合发展。

我省两个林场入选“全国十佳林场”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见习记者

张惟一）4月23日，以“愚农飘乡·乡
约济源”为主题的济源乡村旅游（洛

阳）推介会在洛阳应天门遗址博物馆

举行。此次推介会旨在全面推进洛

济深度融合发展，助推两地文化旅

游、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为消费者

提供乡村休闲旅游好去处，更好地示

范、引领和带动济源休闲农业和乡村

旅游发展。

推介会现场，济源主要休闲农业

美丽乡村负责人、主要旅游景区负责

人，向到会的旅行社和新闻媒体展示

了天下第一洞天王屋山、猕猴乐园五

龙口等景区优美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

人文景观。发布了济源7条一日游精

品游线、4条两日游精品游线以及愚

公故里·缤纷四季之旅精品游线。

近年来，济源按照“以工补农，以

城带乡，聚焦精优，绿色发展”的思路，

加快发展乡村产业，大力推进乡村建

设，发展乡村旅游，打造融合生产、生

活和生态功能于一体的乡村旅游新业

态。截至目前，济源拥有2个国家级、

4个省级特色景观旅游名镇，7个国家

级生态镇，4个中国美丽休闲乡村，2

个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

16个省级旅游特色村、水美乡村，4家

3A级乡村旅游景区；建成全国最大的

十字花科蔬菜制种基地。

“通过此次推介会，将不断丰富济

源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宣传内容，

进一步完善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机制

和手段，让济源精品景点线路真正地

推出去，让更多的游人真正地走进济

源。”济源示范区管委会负责人说。

来愚公故里看山望水忆乡愁
济源乡村旅游推介会在洛阳举行

积极开展国家战略研究
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本报记者王东亮焦莫寒黄华

春到深处，万物生长，生机一片。

“十四五”开新局，“三农”工作重心向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转移，而驻马店也

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契机。

河南“十四五”规划和今年省两会上所

作的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推进

这座曾经建过皇家驿站的农业大市建设

“国际农都”。

山高愈前行，梦好起宏图。

打造“国际农都”，驻马店究竟底气何

在？

种好粮，端起自己饭碗

黄淮平原，沃野千里，有着先天发展农

业的优势。

驻马店，素有“中原粮仓”“中州油库”

“芝麻王国”等诸多“农”字号美誉。这里，

人均耕地面积1.5亩，是全国、全省重要粮

食生产基地，常年粮食播种面积1900万亩

左右，总产量160亿斤以上。

“我们的小麦产量占全省的1/7，全国

的1/28。”驻马店市市长朱是西列了一组数

字，“驻马店发展优质小麦625万亩，占小麦

面积的54%。建成高标准农田838万亩，

划定粮食生产功能区966.8万亩，主要农作

物良种覆盖率达99%，耕种收综合机械化

率达86%。”

数字的背后，是上下齐心抓好粮食生产

优势，勇扛粮食安全责任的担当和智慧。多

年来，驻马店持续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战略，借助粮食生产核心区优势，加速推

进农产品加工业和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有力保证了粮食持续稳产增产。

驻马店市委书记陈星说：“近年来，驻马

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必须把饭碗牢

牢端在自己手上’的要求，持续推进农业供

给侧改革，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

应链，走稳‘三链同构’之路，粮食总产连年

攀升，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不断提升。”

全市划定866.8万亩粮食生产功能区、

34.9万亩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占全市

耕地面积的72%，“两区”划定多次受到农

业农村部通报表扬。

同时，西平小麦、平舆白芝麻、正阳花

生、泌阳花菇、泌阳夏南牛等特色品牌也叫

响全国。

先天优势，加上不懈努力，铸就驻马店

打造“国际农都”的一张王牌。

芝麻花开，节节高

提到芝麻，人们常用“芝麻大的事儿”

形容微不足道、用“丢了西瓜捡了芝麻”形

容因小失大、用“磅秤上放粒芝麻”形容无

足轻重……一粒小小的芝麻，总在大家眼

里扮演不值一提的角色，但在平舆人的眼

里，芝麻是大产业！芝麻的事是大事！

平舆县有个芝麻小镇，小镇里有个芝

麻博物馆，博物馆外墙上，“芝麻花开，香飘

世界”的标语格外引人瞩目。

“我们平舆的芝麻现在可出了大名

了！”4月8日，平舆县蓝天芝麻小镇董事长

冯志合兴奋地说，“芝麻博物馆接待天南海

北的游客，让更多人知道，是得天独厚的地

理条件和源远流长的栽培历史，共同成就

了平舆芝麻，如今的平舆白芝麻年加工能

力突破5000万公斤，系列产品销往全国各

地，出口量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平舆也一跃

成为全国白芝麻第一大县。”

“芝麻香油、芝麻酱、芝麻丸、芝麻糖、

芝麻酥、芝麻饼、芝麻叶茶……”冯志合指

着屋子里的近百种芝麻产品说，“从古至

今，平舆老乡不等不靠，把‘小’做‘大’，平

舆芝麻远销20多个国家，还被评定为‘国家

地理标志性产品’，如今平舆芝麻每斤要比

进口芝麻贵上一块多钱呢！”

乡村振兴，产业振兴至关重要。平舆

县在小芝麻上做大文章，从芝麻的深加工

到芝麻叶、芝麻秆的利用开发，从育种到相

关机械研发，从推广种植到整体形象包装，

当地农民生活如芝麻开花，节节高。

落花生，落地生花

“世界花生看中国，中国花生看正

阳”。正阳的花生种植面积达170万亩，是

全国花生生产第一大县。“正阳花生”被农

业农村部评为“中国百强农产品区域公用

品牌”，花生产业实现了产值、品牌价值“双

百亿”目标。

4月8日，记者来到正阳，在这里见识

了花生的“无限风光”。

正阳不仅有花生广场，还有专门的花

生造型的花生博物馆；不仅花生油飘香全

国，很多企业还盯上了花生叶、花生壳、花

生秆、花生根。

“没有我们做不了的花生产品！”

说这话的是正阳县花生产业服务中心

副主任程洋，他说，“对于花生，我们做出来

的产品遵循的原则是——‘吃干榨净’。”

这话不假。在正阳，以花生油、休闲食

品、花生饮料、花生保健食品为主的深加工

企业达30家，产品近百种。

不仅如此，围绕花生“吃干榨净”，正阳

县还研发160多个以花生为食材的佳品，形

成具有正阳地方特色的“花生宴”，打造花

生特色小镇等，建立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的花生全产业链。同时，利用花生秸秆养

湖羊、奶牛，用花生壳种植食用菌、养殖生

猪、开发养生枕，用花生叶开发养生茶等，

花生秸秆综合利用率达100%。

花生喜欢沙质疏松土壤，而正阳县

的花生地大多属于黏性土壤，长出来的

花生果不大，收获费时费力。在这样的

条件下发展花生产业，靠的是科技的力

量。机械化就解决了黏性土壤收获难的

问题。

在正阳，有首个国家花生产业技术体

系成果转移转化中心，有张新友院士的院

士工作站，还有5个博士工作站。从优良种

子的培育推广到机械化种收，再到产品深

加工，花生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其价值

被最大化。

而在驻马店全市，则有院士工作站12

家，引进院士13名、博士160名、各类专业

技能人才2000名，充分实现了“引进一个

院士，兴盛一个产业”的资源集聚效应。

驻马店市副市长刘晓文说：“现在，每

天全国3000多家花生企业报价来自正阳，

话语权、定价权出自正阳，驻马店的农产品

正一步步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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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3日，在夏邑县火店镇田集村，无人植保机在为麦田进行“一喷三防”。眼下正是小麦抽穗扬花期，为防治小麦赤

霉病、条锈病以及蚜虫和红蜘蛛病，省农业农村厅派驻该村的第一书记积极协调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组织了4台大型无人

植保机，免费为田集村1500亩麦田出现的病虫害进行集中防治，确保小麦丰产、农民增收。 本报记者杨远高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