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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川 富硒农业“硒”望无限

“伊川小米”千年名粟独辟“硒”径金秋时节，丰收在望。伊川农业新
闻频频出圈。

7月30日上午，伊川“富硒红薯”开
挖仪式在鸦岭镇亓岭村千亩红薯种植
示范基地举行，伊川县“岭上硒薯”提前
80天上市。红薯地头卖，每市斤8元到
10元······

9月4日，全国谷子产业创新发展
大会在伊川举办。中科院院士、农科院
作科所所长钱前、国家高粱谷子产业体
系首席科学家刁现民为伊川县“国家谷
子高粱产业技术体系谷子新品种展示
基地”授牌。

9月9日，河南省甘薯杂粮体系首
席专家、洛阳农林科学院甘薯谷子研究
所所长王自力带领大豆科研团队，在伊
川县鸦岭镇亓岭村洛阳农林科学院乡
村振兴富硒大豆试验示范基地宣布：经
过两年试验，对不同品种、不同处理条
件，大豆吸硒生理特性、高聚硒品种筛
选、施硒时期、施硒浓度、施硒方式等进
行研究，伊川富硒大豆丰收在望！富硒
大豆栽培技术规程即将出版。

“岭上硒薯”让红薯产业甜蜜升级

“如何更得烟霞侣，好向伊川老此生。”伊川

有“圣贤之乡、理学名区”的美誉。

“山中长逢千年树，世上难遇百岁人。”伊川

县文化名人李耀曾却说，伊川长寿老人多，百岁

老人有57位，鸦岭镇8万人就有12位，长者111

岁。

百岁老人得以长寿的原因是有良好的自然

地理环境作保障。李耀曾说，伊川就具备这样

的自然地理环境要素。

2018年，河南省地矿院和省有色院勘察发

现：洛阳是河南为数不多的富硒地区之一，在伊

川县鸦岭、平等、鸣皋、葛寨一带分布着6条富硒

土壤富集带，据不完全统计，伊川县域82万亩耕

地中，有超过50万亩的富硒地，位列全省第一。

“硒”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具有提高免

疫力、抗衰老、抑制癌症、解除重金属毒素等多种

功能。全国绿色富硒土地仅占全国耕地面积的

3.5%左右。

随着富硒产业的快速发展，主打富硒产业

的地区在不断增多，湖北恩施“世界硒都”、陕西

安康“中国硒谷”、湖南桃源“中国硒乡”、广西贵

港“中国硒港”、福建连城“客家硒都”等，都在打

造自己的富硒地域品牌。

“养在深闺人未识”伊川县委负责人说，伊

川曾是省级贫困县，农业一直是短板，一个贫困

地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如何实现跨越式发

展，如何追赶超越？必须牢牢抓住本地的比较

优势。伊川的优势就是50多万亩天然富硒土

地。

硒资源是富硒农业发展的核心因素。富硒

产业集绿色农业、功能农业、健康产业于一体，是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产业。

先行实干。伊川聘请河南科技大学编制了

《伊川县富硒功能农业发展规划》，谋划以富硒功

能农业为核心，坚持走科技兴农、绿色发展道路，

深入挖掘本地4000年谷子种植和上百年甘薯

种植历史，着力打造全省乃至中原地区的富硒

产业核心区，

伊川富硒功能农业发展蓝图绘就：将富硒功

能农业产业发展与经济、文化、生态文明建设相结

合，稳步推进“2+N”富硒产业体系，以品牌打造为

牵引，以科技创新为动力，围绕富硒产业链，农旅

融合发展，推动富硒农业产业全面升级和高质量

发展，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黄红立通讯员李德伟梁亚辉文/图

伊川富硒全省第一

乡村振兴要靠产业，产业发展要有特色。

伊川通过精准定位，规划引领，发展富硒功能农业，建设富硒农产

品检测体系，有效破解富硒农业发展的壁垒和瓶颈。

通过科技赋能，高位推动，发展绿色科技农业，对接国内一流的种

质资源和栽培技术，建设了两个拥有52个优质谷子品种和40个特色甘

薯品种的良种种植、培育示范基地，培育最优质的富硒红薯、富硒小米

等特色区域农产品。

通过强化营销，打造品牌，发展优质品牌农业。量身打造“伊川小

米”“岭上硒薯”两个特色区域农产品品牌，先后被农业农村部纳入“名

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农业产业迈上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通过龙头带头，培育大户，发展精深加工农业。积极与省水利投资

集团、市农发集团、京东农场等优势企业对接合作，合资建设岭上硒薯

加工产业园、省级谷子产业园区等项目，在种植链前端和加工链后端进

行补链、延链、强链，增强了两大主导产业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有效增

加了群众发展产业的收益。

物以“硒’”为贵。伊川小米、红薯产业发展迅猛，综合效益不断攀

升。全县优质谷子种植面积超过20万亩，商品红薯种植超过10万亩，

富硒蔬菜、富硒林果等农产品种植面积超过8万亩。依靠科学种田，推

广优质谷种，全县谷子亩均产量从2018年的360斤增长到现在的700

斤，谷子收购价连续三年上涨10%以上，最高达到每斤收购价3.5元。

红薯从亩均产量6000斤主动减少到亩均产量4000斤，而亩均利润从

过去600元提升到现在5000元以上。

“建基地、塑品牌，促融合，延链条，强产业，富硒功能农业大有可

为。”伊川县委负责人说，富硒农业，“硒”望无限。伊川的“富硒地”要变

成产业兴旺的“富裕地”！

金秋时节，伊川县鸦岭镇樊店村漫山遍野的红薯喜获丰收。田地

里，拖拉机隆隆驶过，铁犁翻出层层土浪，一块块深红色的红薯“破土

而出”。新鲜的红薯直接就在地里分拣、上秤、装箱，通过物流进城，走

进千家万户。这儿的红薯不一般，叫岭上硒薯，又糯又甜，关键还有硒

元素，能卖上2块钱一斤。这让种庄稼的老把式农民喜笑颜开，樊店

村的村民从来没有想到，在望天收的山坡地里，能靠种红薯种出“万元

田”。

红薯，又称番薯，从字面上就知道是番货。原产于南美洲，1593年，

传入中国。红薯是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健康食品中13种蔬菜中最佳

之一。

金秋时节，伊川的红薯喜迎收获。田间地头，拖拉机隆隆驶过，带

动铁犁深翻出层层土浪，一块块深红色的红薯“破土而出”。新鲜的红

薯直接在地里分拣、上秤、装箱，收购商站在地头，物流车辆停在地头，

农民收钱在地头……

“咱们的红薯不一般，叫‘岭上硒薯’，又糯又甜，关键还有‘硒’元

素，含糖量、淀粉含量、维生素、微量元素比其他地区高10%左右，地头

不愁卖！”张灿伟说，伊川红薯种植历史悠久，独特的土质和气候条件非

常适合红薯种植，所产的红薯以“甘、软、糯、甜”著称。

近年来，伊川县依托土壤富硒优势，将富硒红薯定为县特色农业主

导产业之一，不断加大红薯产业基地建设、品牌文化、产权保护支持力

度，红薯产业得到快速发展，品牌价值和市场美誉度不断提升。

2018年1月，洛阳市首家红薯产业“薯乡薯业科创园”正式在伊川

落地。按照“科研院所+合作社+深加工+电商+农户”的模式，开始了伊

川红薯的“革命”。

2018年9月27日，主旨为“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打通甘薯产业最

后一公里”的首届洛阳甘薯产业文化节在伊川县举行。

甘薯文化节年年主题不同，今年的甘薯文化节即将精彩亮相。

通过3年发展，伊川红薯实现了华丽转身，走上了一条红薯产业

的标准化、规范化、产业化、品牌化道路。2021年4月，伊川“岭上硒

薯”被农业农村部纳入“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国家甘薯产业体系首

席科学家、伊川红薯产业发展顾问马代夫更是对伊川“岭上硒薯”赞不

绝口。

伊川县薯乡薯业科创园先后引进烟薯25、普薯32、商薯19等40个

特色甘薯品种，共培育了12个农民专业合作社。仅鸦岭镇就发展红薯

2.5万亩，亩均增收5000元，年创产值超2亿元。全县商品红薯种植超

过10万亩，产业产值超过5亿元。

“提升价值链，打通供应链，推动三产融合发展，做深做细红薯文

章，发展共享农场、红薯采挖、观光农业、研学旅居等，实现特色农业三

产融合发展，为乡村振兴奠定坚实的产业基础。”张灿伟说。

小米，发源于黄河流域，是世界上古老的栽培农作物。

“饭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吕氏春秋·本味》记载伊尹盛赞

的小米就是伊川小米，因为玄山在伊川。

伊川小米有历史。厨圣伊尹“点赞”是对伊川小米，千年美名，滋养

华夏千年，最准确，最直接，最文化的注解。

伊川县地处豫西丘陵地区，位于北纬34度优质谷子的黄金产区，

地处我国小米主产区的最南端，富硒带最北端，是唯一既富含硒土壤，

又规模性种植小米的区域。

所以说：伊川小米有文化富含硒。

得天独厚的文化、地域、品质等优势，为伊川小米成为特色农业的

支柱产业奠定了基础。

近年来，伊川县确立了富硒小米的产业发展路径，以“中国富硒小

米产业第一县”为目标，最大化突出“富硒”特色，打造伊川小米产业的

差异化价值，并结合黄河文化、河洛文化、厨圣点赞等文脉资源，为伊川

小米注入文化价值，以“高品质富硒小米”为战略，制定了伊川县优质谷

子产业发展规划。

从种植入手，对谷子种植推行品种优质化和标准统一化，通过品种

基地选育优良品种，采用“公司+集体+种植户”的模式，统一供种、播

种、技术规程、测土施肥和收获，对连片的谷子方每亩补贴100元，用来

购买种子和农业服务如病虫害防治、机械化种植等费用，在吕店、江左、

白沙、葛寨等乡镇建立优质谷子示范园区，引导合作社、种植大户种植

优质谷子，引进京东农场、建业集团、洛阳农投集团等现代企业，规模化

种植。规划谷子种植基地20万亩。

从科技入手，依托华中农大、河南科技大学、安阳谷子研究院等科

研院所，成立“洛阳市谷子种植加工研发中心”，聘请国家谷子高粱产业

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刁现民为发展顾问，与安阳农科院、洛阳农林科学

院、河南科技大学战略合作，开展谷子标准化种植试验研究与技术推

广，把全国54个谷子优良品种在吕店进行种植，选育最适合伊川土壤

的更优质的小米品种，累计申请相关专利20余项，年培训技术谷农600

人次。

从深加工入手，鼓励小米生产加工企业按照行业规范生产加工富

硒小米，对金秋、金粟、伊河桥、三康米业等本地企业，通过创业辅导、信

贷支持、收储合作等方式，使骨干企业小米加工能力从原来年加工5.5

万吨提高到11万吨，培育谷子加工企业26个，日加工能力达500余吨，

年加工销售小米8万吨，年产值达到6亿元。

2018年，伊川小米荣获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

2020年，河南省优质谷子现代农业产业园落户伊川。

2020年8月25日，“伊川小米”区域公共品牌发布会举行。

厨圣伊尹，以鼎调羹。伊川小米的品牌图腾就是“伊川鼎”，一个跨

越千年的超强文化图腾，不仅直观表达了小米属性，而且体现了伊川县

二山一川七分岭的地域优势，入眼入心，构思巧妙。

2020年年底，“伊川小米”被农业农村部纳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名录、获得中国农业年度标杆区域公共品牌神农奖、全国硒资源转化为

硒产品提名奖等荣誉。

2021年7月27日，位于伊川县的河南省富硒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中心，正式获得《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该中心成为河南唯一

一家专业富硒农产品检验机构。

2021年9月4日，全国谷子产业创新发展大会在伊川举办，伊川成

为国家谷子高粱产业技术体系谷子新品种展示基地。

“谷子博物馆、谷子休闲观光园、谷秆饲草化示范基地、有机肥示范

园、10个电商销售淘宝村等项目正在建设培育。”伊川县委书记李新红

说，国家谷子高粱产业技术体系谷子新品种展示基地落户伊川，标志着

伊川县在建立种质资源库，推动种子创新，助力“伊川小米”高质量可持

续发展方面实现新的突破。

眼下，春谷子收购正忙，秋谷子也丰收在望。伊川的谷子地里，一

望无际的秋谷子长势正旺，沉甸甸的谷穗压弯了腰。

“伊川的富硒谷子，不仅米色金黄、米粒圆润、米香醇厚、米味甘甜，

最重要的是富含人体所需要的微量元素‘硒’……”伊川县农业农村局

党委书记张灿伟说，小谷子大产业，中国富硒小米产业第一县正在路

上！

“富硒地”变成产业兴旺的“富裕地”

伊川小米实现了无人机管理

国家省市专家对示范基地验收国家省市专家对示范基地验收

甘薯产业文化节甘薯产业文化节

驻村第一书记卖红薯驻村第一书记卖红薯

伊川岭上硒薯系列产品

伊川小米图案伊川小米图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