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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联办

一条曲折的黄河大堤，

将地形狭长的台前县分成两部分，一

边是瓜果飘香的黄河滩区，一边是正在崛

起的魅力新城。近年来，台前县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探索出一条富有地方特色的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的路子。

本报讯（记者丁先翠）为推进黄河

滩区优质草业带建设，推动我省苜蓿产

业高质量发展和奶业振兴，探索建立草

畜深度融合联结机制，4月29日~30日，

河南省黄河滩区苜蓿产业高质量发展

暨草畜联动高峰论坛在兰考县举办。

论坛由省牧草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河南省饲草饲料站、省奶牛产业技术创

新战略联盟、省奶业协会主办，我省主

要苜蓿生产企业、大中型奶牛养殖企业

负责人及各市县饲草饲料、奶牛养殖技

术推广人员等近300人参会。

中国工程院院士、兰州大学教授南

志标，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级领导干

部杨文明，河南农业大学副校长康相

涛，国家牧草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

张英俊，河南省牧草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理事长、河南农业大学教授王成章

等出席论坛并致辞。

南志标院士对我省滩区草业带建

设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他表示，

草业生产为我国的食物安全保障提供

了重要的支撑，中国的食物安全不是生

产多少粮食，而且生产多少饲草料，这

是关键，是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藏粮于

草的具体实践。他希望河南牧草产业

联盟和奶业联盟结合起来，共同制定标

准，统一全省苜蓿产品品质，使生产操

作更规范，创造河南牧草、奶牛肉牛品

牌，提升竞争力。

论坛设置了现场观摩、嘉宾对话、

合作签约、技术培训4个板块。2019

年我省启动黄河滩区优质草业带建设，

经过两年的发展取得了初步成效，滩区

苜蓿种植面积达到8万亩，但总体还处

于起步阶段，特别是苜蓿产业还存在生

产水平低、产业质量效益不高等问题。

此次论坛汇集了部门领导和行业顶尖

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交流了苜蓿高品质

生产与稳定供应的技术方法，探讨了产

品生产供应与奶牛饲喂需求的有效衔

接，也充分表明了我省大力推动苜蓿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决心和信心，必将进

一步推动我省草畜联动融合发展。

本报讯（记者刘婷婷 通讯员王瑞
华）“目前，花生产业综合收入320亿元，

品牌价值116.51亿元。”近日，驻马店市

政协副主席、正阳县委书记刘艳丽在县

委农村工作会上说，花生产业是正阳县

的主导性支柱产业，花生种植面积占河

南省花生种植总面积的10.3%，总产量

占全省的11.7%。

“通过近几年努力，正阳县花生、

小麦、生猪三张全国农业百强县名片

越擦越亮。”刘艳丽说，正阳县花生产

业，科技含量稳步提高，高油酸花生种

植面积在全国位居前列。以花生为主

导产业，正阳县成功创建为国家首批

现代农业产业园，是第二批国家级花

生良种繁育基地，是“中国花生之都”，

是中国富硒花生产业生产基地，赢得

了“世界花生看中国，中国花生看正

阳”的美誉。

据介绍，下一步正阳县将加强动态

监测，壮大扶贫产业；稳定粮食种植面积

和产量，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

略，切实扛稳粮食安全重任；注重科技创

新引领，加强创新平台建设，大力发展

“院士经济”；突出产业兴旺，提高农产品

加工能力，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改善农

村生态环境，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推

进农村全面进步。

5月5日，商水县平店乡雒庄村玫瑰基地，花农们正在采摘、包装鲜花。近年

来，该村大力发展玫瑰种植特色产业，现已种植观赏玫瑰600余亩，建花棚230多

座，120余户村民依托玫瑰产业增收致富。 赵永昌摄

本报讯近日，农业农村部发布实施

《全国畜禽遗传改良计划（2021-2035

年）》，立足“十四五”，面向2035年，提出

未来15年推进畜禽种业高质量发展的

主攻方向，明确了主要畜禽遗传改良的

目标任务和技术路线。作为国家层面

启动的第二轮畜禽遗传改良计划，这是

确保种源自主可控、打好种业翻身仗的

一个重要行动。

据介绍，此次启动的新一轮畜禽

遗传改良计划，实施范围包括生猪、奶

牛、肉牛、羊、马、驴等家畜品种，蛋鸡、

肉鸡、水禽等家禽品种，以及蜜蜂、蚕

等。重点聚焦全面强化自主创新、全

面强化育种基础、全面强化育种体系

和全面强化企业主体等主要任务，力

争建成比较完善的商业化育种体系，

显著提升种畜禽生产性能和品质水

平，自主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突破性品种，确保畜禽核心种源自主

可控。

从2008年开始，我国实施了第一

轮畜禽遗传改良计划，经过12年的努

力，畜禽生产性能明显提升，畜禽种

业发展的整体性、系统性明显提高，

核心种源自给率超过75%，基本解决

了我国畜禽良种“有没有”“够不够”

的问题，为畜牧业健康稳定发展提供

了有力种源支撑。新一轮畜禽遗传

改良计划将用15年的时间，重点解决

我国畜禽良种“好不好”“强不强”的

问题。 （龙新）

系在黄河上的系在黄河上的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台前样板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台前样板

河南省黄河滩区苜蓿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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雒庄玫瑰：美了田园富了乡亲

走进日照港台前石化能源物流园，几

十座直径逾20米的钢制仓储罐在阳光下

熠熠生辉。

“服务贫困地区发展、助力台前革命

老区乡村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是我们企业

的政治责任。”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总经

理刘国田说。该物流园建成后，将为周边

濮阳新型化工基地、东明石化基地、鲁西

化工基地三大化工基地近千家石化企业

提供“门对门”“一体化”“供应链”服务。

台前县周边石化企业进口原料时，通过铁

海联运到达无水港口通关中转或保税加

工，可大幅度降低成本。

此外，随着业务的扩展，台前县的羽

绒制品、汽车零部件、特色农产品等，也可

搭上无水港快车远销海外，进而加快推动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建设重要的交通枢纽，变边

缘为前沿，是台前多年发展的一

个重要定位，尤其是建设无水港，

对台前、濮阳，乃至整个河南通江达海、连

通世界，都是很好的通道，也成为台前县

扩大招商引资、发展开放型经济的一张亮

丽的名片。”濮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台

前县委书记常奇民说。

近年来，台前县委、县政府按照“依托

大交通、发展大物流、建设无水港”的思

路，主动求索、深入谋划，培育壮大特色产

业，加快推进县域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

展，县党政领导班子多次带队赴日照港考

察对接，促成了日照港台前石化能源物流

园这一陆港型现代物流园项目落地建设。

东连环渤海经济圈，西接中原城市

群。台前县已融入“一带一路”海铁联运、

公铁联运格局，将晋升“无水港”行列，成

为日照港辐射豫东北地区最便捷的出海

口、中原地区独具特色的“黄金口岸”。这

也标志着台前从此由区域边缘迈向中原

城市群发展前沿，阔步迈入开放发展“高

速”时代。

沿着清水河乡小康大道行走，优美田

园风光吸引着大批远近游客前来体验。

“我们种的梨个大、肉细、核小、含水

量高，有止咳润肺的功效，是市场上的‘抢

手货’。”该乡东孟楼村孟庆全自豪地说，

“去年，我家6亩梨园，亩产量8000多斤，

收入5万多元。”

东孟楼村党支部书记孟庆华介绍，近

年来，该村引导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

股的形式发展晚秋黄梨种植，逐步形成了

集生产、采摘、观光娱乐于一体的自然观

光生态链，全村户均增收1万元以上。

乡村振兴，产业振兴是关键。近年

来，该县引导群众因地制宜、因村制宜，培

育壮大瓜果蔬菜特色种植业，新建设施农

业大棚828座、食用菌大棚625座，特色

农业种植面积达到7.5万亩，形成清水河

乡东孟楼晚秋黄梨、马楼镇李胡七彩圣女

果、打渔陈镇田庄大红樱桃、吴坝镇朱庄

油桃等一大批特色种植基地，不仅撑鼓了

农民的腰包，还提升了滩区生态环境。

“田成方、树成行、路

相通、渠相连、旱涝保收

……过去的‘望天收’变成

了丰产田！”年逾古稀的马

楼镇龙湾村村民杨怀忠高兴地说。

“我们这里的高标准农田有

6000多亩，配套完善，农业连年喜

获丰收，小麦亩产超过600公斤，

村里一下子涌现出5户承包土地

的种粮大户，咱这儿的黄河滩变成

了金银滩。”龙湾村党支部书记聂

少堂说。

据台前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近年来，该县坚持把保障粮食安全工

作摆在突出位置，抢抓政策机遇，大力实

施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全面推行秸秆还

田、测土配方等技术，走出了农业增产、农

民增收新路子。

平展的田野，辽阔无垠；道路沟渠，纵

横交织；花草树木，掩映新居……过去的

贫穷滩区，如今正展现出农村新画卷。

一条百里长堤，犹如一条绿色丝带横

贯东西，沿途各景点就像一颗颗锦上添花

的红宝石。

黄河主河道流经台前县68.5公里，临

黄大堤长49公里，有六个大弯、七个小弯，

是黄河上的“豆腐腰”。位于黄河台前段上

游的孙楼黄河控导工程迎着奔涌而来的黄

河水而建，控制着黄河流向，仿佛勇士用钢

铁之躯守护着一方安全。

从台前县的清水河乡出发，沿临黄大堤

一路向东，约10公里，便到了远近闻名的将

军渡。这里原本是一个被称为孙口渡的名

不见经传的古老渡口，因刘邓大军在此强渡

黄河，成为令人瞩目和敬仰的地方。

如今的将军渡，已经被打造成一个红

色旅游景区。景区内建成了刘邓大军强渡

黄河纪念馆、纪念碑、将军亭、纪念广场等

景点。

台前县县长王俊海介绍说，八年的脱

贫攻坚，让台前县实现了由一个国家级贫

困县向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魅力新城的美

丽“蝶变”，全县6.28万名贫困群众全部高

质量脱贫、绝对贫困实现“清零”，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4年的6408元增至

2020年的11494元，如期实现了高质量摘

帽，探索出产业扶贫“台前模式”。群众的

生产生活条件越来越好，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明显增强。

沿临黄大堤继续东行，一路绿树陪伴，

鸟语花香。点缀在绿丝带上的夹河乡姜庄

村，尤为耀眼。

姜庄村是一个黄河古村落，这里绿树

拥抱，花草匝地，隐匿在临黄大堤和黄河之

间丛林内的夯土墙老房子如今成了外土内

洋的现代民宿，黄河与京杭大运河在此交

汇，深厚的文化底蕴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

客前来观光休闲。

“临黄大堤全部实行了绿化提升，不仅

是守卫黄河的绿色屏障，也是饱览黄河风

光的最佳线路。”正在这里护理树木花草的

堤防养护员姜士光说。

绿丝带绿丝带绿丝带绿丝带
□本报记者段宝生通讯员王为峰

绿丝带上的红宝石 黄河滩变成幸福滩

魅力新城正崛起

□王红晶

实行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关系广大人

民群众生活环境，关系资源节约利用和有

效配置，也是促进乡村生态振兴、提升社

会文明水平的一个重要抓手。山东省荣

成市抢抓全省第一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

工作试点城市机遇，按照“减量化、资源

化、无害化”的原则，建立农村生活垃圾分

类投放、收运、处理一体化管理体系，全面

提高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水平，引领乡

村文明新风尚。

强化宣传引导，营造浓厚氛围，主动

参与，全员动起来。通过制作展板、微信推

送、入户宣传、发放明白纸、村喇叭播放等

方式，讲解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宣传先进典

型，强化村民对农村清洁工程的认同感、知

晓度；结合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依托各级

志愿者团队开展垃圾分类宣传“进村居、进

大集、进社区”志愿活动；结合农村干部夏

训、冬训开展垃圾分类培训活动，发挥“领

头雁”作用，带动广大村民积极支持、主动

参与；依托多种媒体平台加大宣传力度，带

动全社会绿色生活理念的养成。

强化细节管理，提高分类质量，严把

关口，分类准起来。收集环节，采用“一次

四分”法，村民直接将垃圾分为“有害、可

回收、可燃、不可燃”四类，采取村民自送、

上门收集两种方式分类收集。转运环节，

新购置垃圾分类运输车，连同原有的可燃

垃圾运输车以及每个镇街的垃圾中转站，

构建起高效便捷的垃圾分类运输体系。

管理环节，强化智慧项目应用。为每个垃

圾运输车安装一套车辆定位及垃圾称重

系统，每个清运班组配备一个智能终端，

每个垃圾收集点设置一个二维码，运输车

对垃圾桶进行称重记录，收运员扫描二维

码，对该收集点垃圾分类情况进行评价，

所有信息全部实时上传智慧化运行管理

平台，减少垃圾中转站人工检查成本。

强化绿色理念，提高利用效率，变废

为宝，资源用起来。荣成市坚持分类施

策，针对生活垃圾的不同属性进行差异化

处理，提高资源利用率。一是可燃垃圾焚

烧发电。按照欧盟标准对可燃垃圾进行

无害化处理，转换为电能、热能，产生的炉

渣制成加气砖和标砖。二是可回收垃圾

价值变现。对村内旧家电家具、废纸箱等

可回收垃圾，由包村干部每月统一摸底登

记，并与废品回收企业达成协议，定期上

门集中收运，实现可回收垃圾的价值再利

用。三是其他垃圾科学处理。对有害垃

圾，按照相应额度每年对农户进行奖励，

并由环卫部门每月收运，做好台账记录。

对不可燃垃圾，依托荣成新材料产业园，

对收集的陶瓷玻璃、海鲜贝壳以及建筑垃

圾，进行粉碎烧结制砖。

强化监督考核，加大制度保障，整体

推进，乡村美起来。荣成市严格制定生活

垃圾分类目标责任制考核办法，从镇街组

织制度建设、分类设施管理、分类收运管

理、分类宣传效果等方面进行监督管理，

强化日常抽查和考核，并将考核结果与监

督员、收集员工资挂钩。同时，充分发挥

相对成熟的农村信用管理体系优势，将农

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列入村级信用管理

体系和个人信用考核范围，并在公开栏设

立垃圾分类荣辱榜，每月张榜公布垃圾分

类先进户、后进户，评分结果直接与福利

待遇、评先选优以及农村信用基金挂钩，

充分调动群众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和

自觉性。

以“四个强化”推进农村生活垃圾长效治理

乡村乡村乡村乡村振兴振兴振兴振兴
河南河南河南河南样板样板样板样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