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特色优势产业助推经
济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淅川县寺湾镇聚焦“短、中、长”产
业发展主基调，全面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聚
力发展“桑、果、药”三项优势特色产业，走出一
条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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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吴向辉）5月28日，河

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座

谈会在郑州召开，来自12个现代农业产业

技术体系和技术经济评价体系的首席专

家对“十三五”以来各体系的科技创新、科

技成果转化、科技推广和服务等工作进行

了总结汇报，并谈了2021年及“十四五”

时期的工作思路和工作重点。

会议指出，“十三五”以来，河南省现

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工作成效明显，通

过十年建设，探索实践了适应河南现代

农业发展的科技创新推广服务组织模

式，集聚了一批高素质农业科技进步的

引领者，贡献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创新技

术成果，为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保障重要

农产品供给，助力脱贫攻坚作出了积极

贡献。

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专家团队协

同创新，发挥了科技支撑与引领作用，在

稳产保供、推进农业转型升级和提质增

效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提升了相关产业

发展的水平，提高了农产品质量安全，增

加了从业者收入，在推动农民科学种养

能力、增加从业者收入等方面发挥了积

极作用。

省农业农村厅科教处处长胡若哲提

出，下一步，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将要

围绕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一目标，沿着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路线，扛稳粮食安

全重任，推动高效种养业、绿色食品业、乡

村现代服务业做强做优，实现农业质量效

益不断提升。

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将深化“一

三五五”工作机制，协同发力，围绕布局区

域化、生产标准化、经营规模化、发展产业

化、方式绿色化、产品品牌化发展方向，不

断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以我省大宗特色

优势农产品发展为着力点，完善创新链布

局、提升产业链效益，推动优质高效绿农

产品供应和装备水平提升。

5月28日，濮阳市农业农村局组织

植保、农技、种子等专家到南乐县优质专

用小麦示范方内开展测产工作。今年，

濮阳市共种植优质专用小麦90万亩，占

小麦总面积的25.33%。

对优质专用小麦进行测产调查，将

为筛选出最适宜本地区种植的小麦品

种提供重要依据。南乐县是濮阳市

2020年优质专用小麦生产基地之一，

该县积极推广绿色高质高效技术模

式，开展订单生产，重点推广了新麦

26、郑麦369、中麦578、郑麦158等优

质品种。

据了解，濮阳市农业农村局将结合

基层农业技术推广等项目，组织全市科

技示范主体、种粮大户及新型职业农民

开展观摩活动，以进一步推广主推技

术、增强高产小麦品种的认识、发挥优

质品种的示范引领作用。

（厅报）

5月 27日，2021年度平顶山市第

三届小麦新品种展示观摩会在宝丰县

农业科研所百亩试验基地举办，来自

平顶山市各县区农业农村局、种植合

作社、种粮大户等150多人进行了现场

观摩。

农作物新品种展示是新品种科技成

果转化，加快推广速度的重要途径之

一，通过展示参展品种的特征特性，筛

选出适合地区推广种植的优质、高产、

抗病的优良品种，提高农业效益，增加

农民收入。据了解，此次展示观摩会共

展示了38个小麦新品种，通过对小麦品

种抗性、增产潜力、抗灾能力进行对比，

为筛选适宜平顶山当地的小麦新品种提

供依据。 （厅报）

本报讯（记者吴向辉）种业是影响我

国水产养殖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之

一。为进一步促进黄河鲤关键育种技术创

新，加强育种技术交流与合作，促进我省水

产种业的转型与升级，5月25日，河南省大

宗淡水鱼产业技术体系在郑州召开了黄河

鲤育种创新学术研讨暨工作推进会。来自

河南省大宗淡水鱼产业技术体系和河南省

水产科学研究院、河南师范大学、河南农业

大学、信阳农林学院、郑州牧业经济学院的

专家学者30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邀请了厦门大学海洋与地

球学院徐鹏教授作了专题报告，徐鹏以大

黄鱼育种为例，讲授了基因组选择在鱼类

复杂性状选育中的应用。厦门大学陈琳

博士作了近年来鲤鱼遗传学研究进展的

情况报告，此外，河南师范大学的5位学者

围绕黄河鲤育种进行分学术交流。

据河南省大宗淡水鱼产业技术体系

首席科学家、河南省水产科学研究院总工

程师冯建新介绍，黄河鲤是我国四大淡水

名鱼之一，占我省池塘养殖产量的三分之

一。1985年，河南省水产科学研究院对黄

河鲤开展了系统选育工作，经过近20年、

连续8代的选育，豫选黄河鲤（品种登记

号：GS01-001-2004）通过了全国水产原

种和良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冯建新说，当前黄河鲤鱼由于育种周

期长，一般需要经过5代选育，要15年以

上，致使黄河鲤鱼良种更新缓慢；再加上

鲤鱼苗种的易得性，许多养殖者自繁自

养，长期不更新、不选育，随意引种杂交，

导致近亲繁殖严重等现象的出现，致使黄

河鲤生产性能降低，生长速度和抗病力下

降，严重影响了黄河鲤的生产效益。本次

学术交流和研讨，为黄河鲤育种提供了新

的思路和经验，将进一步促进黄河鲤鱼育

种研究更快取得新品种，促进黄河鲤鱼种

业发展。

据介绍，下一步，我省大宗淡水鱼技

术体系将建立院校联合攻关团队，依托现

有种质资源，促进育种创新，进一步缩小

黄河鲤的育种与顶尖育种团队的差距，应

用基因编辑、基因组选择育种等技术，找

准切入点，针对产业发展瓶颈，开发突破

性的新品种。发挥科技成果的推广与转

化效能，注重科研与市场的结合，促进黄

河鲤种业提升。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王勇）

喜看麦田千重浪，万亩丰收粮满仓。眼

下，洛阳市362万亩小麦进入“收获时

间”，为提升全市粮食作物生产全程机械

化水平，确保全市“三夏”农机化生产顺

利开展，5月30日下午，洛阳市2021年

“三夏”农机会战暨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

机械化工作现场推进会在伊川县白元镇

省元头村召开。

在推进会现场，小麦联合收割机、秸

秆捡拾打捆机、土地深松机、小麦玉米免

耕播种机、粉碎秸秆回收机、无人植保机

等20余台（套）新型机具进行了作业演

示。同时，推进会现场集中展示了一拖、

福格森、四达、鑫乐、泽达、玛斯特、瑞得、

佳熠等骨干农机企业各类农业机械30

余台（套）。

洛阳市农业农村局、市农业技术推

广服务中心、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县（区）农业农村局、农机合作社理事长

以及当地群众200余人参加了现场推进

会。

会议指出，“三夏”农业生产时间紧、

任务重、要求高，各地要精心组织，统筹

安排，抓好机收会战，深入生产一线、田

间地头，加强指导服务。要把机收减损

作为机收会战的重要内容，严格执行作

业规范，把机收质量提上去、收获损失降

下来，确保机收损失控制在3%以内，大

力推广高效低损收获、保护性耕作等节

本增效技术，提高机手和农户节粮减损

意识。各地要抢抓小麦收割当前天气晴

好的有利时机，全力组织人力物力收割

小麦，及时收集发布作业信息，合理有序

调度农机具，最大限度发挥农机收获效

能，做到成熟一片、收获一片、播种一片，

确保颗粒归仓。在全力以赴实现夏粮颗

粒归仓的同时，要抢时开展夏种夏管，种

足种好秋作物，确保秋粮面积稳定在

400万亩以上。

洛阳市农业农村部门最新农情调度

显示，今年洛阳小麦生产形势总体较好，好

于去年，优于常年，丰收在望。截至5月30

日，洛阳市已累计收获小麦98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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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农业农村厅联办

专家汇聚共商科技兴农大计
河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座谈会召开

院校协同攻关 共促黄河鲤鱼种业提升
河南省大宗淡水鱼产业技术体系召开黄河鲤育种创新学术研讨暨工作推进会

洛阳市“三夏”农机会战全面展开

平顶山市第三届小麦新品种展示观摩会在宝丰县举办

濮阳市开展2021年优质小麦测产工作

寺湾镇立足南水北调中线水源涵养区实际，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把中药材

种植作为保护水质，助力乡村振兴的一项富民产业来抓，在原有黄姜产业的基础

上，积极引导农民群众大力发展丹参、连翘、白芷、白及等中药材与林果业的科学套

种，实现种植业多样化、产业结构多元化。

该镇通过培育规模经营大户，引导从事中药材种植、提升综合效益，吸引农民

由传统农作物种植向中药材种植靠拢，用示范带动力量破解技术欠缺、销售运输

难、保护价收购不信任等问题，向持观望态度、疑虑重重的种植户释放出对中药材

种植的信心，让广大农户融入产业发展，获得产业红利，促进农业提质增效。截至

目前，该镇林下套种中药材1.5万余亩，通过“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进行收

购，既保证了中药材的销路，又能确保村民的收入连年增加。

“我们通过‘桑、果、药’三件宝，结合‘短、中、长’战略发展，既立足当下将显绩

做足，又谋划未来把潜绩做实，在强链中强出竞争力，让本土品牌知名度不断提升；

在扩链中扩出附加值，使薄壳核桃、黄金梨、杏李等造福百姓；在补链中补出新功

能，让黄姜、白芷、白及、连翘等中药材成为群众致富的高效产业。”寺湾镇党委书记

何丽如是说。

管护强，则产业强。该镇在持续扩大林果产业规模的同时，着

力突出产业管护，制订产业发展管护方案，筛选30名骨干护林员作

为镇级管护专业队，各村按照200亩分配一人的标准组建镇、村联

合管护队，并通过“三个推行”提升管护成效。

该镇聘请本土专家及省林科院核桃专家魏玉君和洛阳林科院

专家朱瑞琪团队逐村对林果管护员进行理论培训和现场操作指

导。

按照统一修剪、嫁接、拉枝、施肥、除草、打药“六统一”的要求，

该镇推行统一管理，对果树产业进行精细化管理。

该镇按照科学种田、合理套种、及时管理的思路，实行核桃树、

秋月梨、杏李等果树与甜玉米、红薯、菠菜等作物的合理套种，有效

促进了林果业与传统农作物的高度融合。

寺湾镇镇长杜轶告诉记者，该镇通过“大美寺湾”抖音公众号、

“云上淅川”平台等大力宣传林果产业，除了传统的销售渠道外，该

镇还积极借助电商平台进行线上销售。为避免水果市场同质化问

题，该镇还另辟蹊径，把核桃加工成核桃油、把黄金梨制成黄金梨

酒，实现了干果、水果与副食品市场的融合。

截至目前，该镇共发展优质薄壳核桃2万余亩，黄金梨2000

亩、杏李400余亩、石榴900余亩、苹果500余亩。

寺湾镇位于淅川县西北部，丹江、淇河纵贯全境18个村，曾有

“中原桑蚕第一镇”之称。

“我们镇1983年前后开始大规模发展植桑养蚕，鼎盛时期，湖

桑种植面积达2万多亩，养蚕户达3000多户。”5月15日，淅川县

惠丰桑蚕科技开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朱焕娥介绍说，早些年，由于

人工养蚕劳动强度大，成本高，效益低，加上桑树品种多乱杂，桑蚕

产业链条未形成，导致整体效益不佳，产业有所衰落。

“十三五”期间，淅川县提出了“短、中、长”产业相结合的发展

模式，该镇因地制宜，经过到安徽、河北等中药材市场考察，学习当

地先进的发展经验，提出了重塑“第一桑蚕大镇”的战略方向。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该镇出台相关产业发展扶持政

策，拿出80余万元专项资金，鼓励各村进行示范带动，规模化经

营，打造“党建+基地”“支部+基地”的产业发展模式，由该镇产业

办对各村产品进行统一收购，并与河北桑多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签订长期合作协议，确保农户产品卖得出、有干头，外商进得来、有

赚头。搭建起一座集公司与农户种植、管护、销售于一体的互惠互

利之桥。

“桑树浑身是宝。”朱焕娥介绍说，桑葚富含维生素C和花青

素，具有促进消化、提高免疫力的功效，可以制成桑葚酒、桑葚饮

品；桑叶、桑枝切片是中药材，桑叶粉可作为保健品直接冲茶饮用。

大华山村是该镇果桑产业的试点村，经过近几年的发展，果桑

产业让该村成了远近闻名的“明星村”。目前，该村种植果桑面积

达1000余亩，仅此一项，每年为该村带来60余万元的集体经济收

入。当地加工的桑叶茶畅销各地，衍生的桑叶菜也成了当地的招

牌产品，在周边市场供不应求。

□本报记者曹国宏曹相飞通讯员高永全李均文/图

拉长桑蚕产业链促增收

林果业成了致富“摇钱树”

中药材种出高效益

大华山村果桑种植基地大华山村果桑种植基地。。

在洛阳市2021年“三夏”农机会战暨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工作现场推进会进行农机作业
演示。 本报记者黄红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