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李燕曹怡然
通讯员杨哲洋

11月10日，记者从镇平县政府

了解到，近年来，镇平县立足“中国

金鱼之乡”特色产业，以发展全域

党建为目标，将党支部建在产业链

上，有力地推动了特色产业发展。

全县观赏鱼产业辐射带动4个乡镇

41个行政村 3000余人致富，养殖

水域面积达1.3万余亩，年产观赏鱼

3亿尾，观赏鱼累计销售额超过1亿

元，成为全国最大的观赏鱼养殖集

散地。

镇平县打破原有的体制、区域、

层级和部门界限，以侯集、郭庄等4

个乡镇为主，吸纳103名党员成立镇

平县观赏鱼产业党工委。按照观赏

鱼产业分类，分别成立6个党支部。

在党工委协调下，多方筹措资金700

余万元修建900平方米的科学高密

度养殖池，年产鱼11万斤；投资100

万元引进古黄金、菊水、九纹龙等10

多个新品种，加速鱼品种更新换代；

建立了1000亩的优质锦鲤网货供应

基地，给电商低价提供优质锦鲤和免

费送货服务。

为攻克观赏鱼产业发展中的技

术难题，邀请河南牧业经济学院教授

刘庆华担任观赏鱼信息技术服务党

支部书记，科技特派员服务团每月到

镇平开展实地技术指导、技术培训等

科技服务。

观赏鱼养殖党支部还积极推动

“公司+合作社+农户”的经营养殖模

式，去年以来流转土地1500多亩，新

增养殖水面700多亩，同周边120多

户农民达成合作协议，养殖产业链不

断拉长，每亩地每年收益达1000多

元，为周边农户创造务工机会的同

时，村集体经济也得到不断壮大，每

年可分别为谭寨、向寨、姜营等村集

体带来6万元收益。

“自从参加了电商党支部的培

训，我学会了直播卖鱼，以前35元一

斤的锦鲤，现在网上一条就可以卖

100多元。”谭寨村村民姜柯自豪地

述说着自己的致富经。

目前，在电商产业党支部牵头

协调下，已有顺丰、韵达、中通、圆

通等多个快递公司与观赏鱼养殖大

户达成长期合作协议，每天电商销

售稳定在3000~4000单，物流成本

也由以前的每单 6 元降至 4 元左

右，全年可节省运输成本210余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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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上建支部
观赏鱼富了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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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
奋勇争先 更加出彩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本报记者刘婷婷

立冬过后，麦苗覆垄。正阳县熊寨镇

王大塘村一望无际的高标准农田里，正处

于苗期生长阶段的冬小麦长势正旺，麦苗

青青孕育着丰收希望。

河南是我国优质小麦、花生的主要产

区，种植面积全国第一，有着“中原熟天下

足”的美誉。其中，小麦粉、挂面等产品产

量位居全国第一，全国五分之二的方便面、

五分之三的汤圆和十分之七的水饺，均来

自河南。

“十四五”开局之年，为持续增加绿色

优质粮油产品供给，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和

产业转型升级，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

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近日，省财政厅、省

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印发了《关于深入推进

优质粮食工程的实施方案》。

河南作为我国率先实现升级的优质粮

食工程省份，进入了2.0版优质粮食工程实

施阶段。优质粮食工程现阶段发展成效如

何？“升级版”优质粮食工程政策有哪些新

变化？有什么行动？要达到什么目标？

11月16日，本报记者对省粮食和物资储备

局产业发展处处长王玉田进行了专访。

记者：我省优质粮食工程发展成效如
何？

王玉田：实施优质粮食工程是落实乡

村振兴战略和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深化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力举措。

我省作为全国首批优质粮食工程支

持省份，自2017年启动以来，一批批粮油

骨干企业做强做大做优，粮食产后服务中

心赢得广大粮农的交口称赞，在促进农民

增收、企业增效、消费者得实惠等方面取

得了积极成效。

三年来，我省共建设961个粮食产后

服务中心、90个粮食质检中心、23个中国

好粮油示范县、17个中国好粮油省级示范

企业和1个低温成品粮公共库示范项目。

粮食产后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实现产

粮大县全覆盖，部分中心建设一站式服务

大厅，其中一、二类中心侧重代储存和“一

卖到底”服务，三类中心侧重代清理、代干

燥、代销售等服务。三年累计市场化收购

优质粮食350万吨，代农烘干粮食23万

吨，代农储粮10万吨，成为粮农粮食产后

服务的贴心“管家”。

粮食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建设方

面，健全覆盖省市县三级的粮食质量安全

监测网络，有力地维护“舌尖上的安全”。

如辉县市粮食质检中心积极开拓第三方

检测市场，开展粮油科技研发，多项成果

获得省市科技进步奖。

中国好粮油实施方面，通过贴息帮助

138家粮油加工企业融资174.5亿元，有

效缓解了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筹

集资金3.5亿元，对43家优质粮油企业设

备进行升级改造，助力企业迅速发展壮

大。确定一批中国好粮油行动计划示范

县、省级示范企业，引领产业发展。其中

中国好粮油示范县临颍县坚持做大做强

休闲粮油食品产业，建成了中西部最大的

休闲食品基地，休闲食品、烘焙食品、膨化

食品等涉粮产品产量在全国县区排名中

均位列第一。

我省各地的优质粮食工程项目已成

为实施县区助农增收、拉动地方经济发展

的支柱产业和重要抓手。

（下转第二版）

兴粮惠农促振兴
——访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产业发展处处长王玉田

●优质粮食工程的落脚点是提高种粮农民收益、带动农民增收，目的是满足

消费者从“吃得饱”到“吃得安全”“吃得营养健康”的需求，在更高层次上保障粮

食安全、助力乡村振兴。

●三年来，我省共建设961个粮食产后服务中心、90个粮食质检中心、23个

中国好粮油示范县、17个中国好粮油省级示范企业和1个低温成品粮公共库示

范项目。粮食产后服务体系实现产粮大县全覆盖，累计市场化收购优质粮食

350万吨，代农烘干粮食23万吨，代农储粮10万吨，成为粮农的贴心“管家”。贴

息帮助138家粮油加工企业融资174.5亿元。

●“升级版”优质粮食工程实施“六大提升行动”，同时将对优秀龙头骨干企

业、粮食产业化联合体、粮油质检中心提供“真金白银”。

●到2025年，我省粮油加工业总产值达到4000亿元，粮油加工转化率达

90%以上；优质粮食供给量达1300万吨以上，绿色仓容量达1000万吨以上。

□姜永栋

为助力乡村振兴，宝丰县成立余家

实业有限公司，将余家村部分村民搬迁

后留下的闲置老宅打造成独具特色的

民俗庭院，众多游客前来度假休闲，成

了乡村旅游“网红打卡地”，在增加村集

体经济收入的同时，还能让农户参与分

红。

近年来，随着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城

镇转移，农村很多老宅无人居住，既造成

农民资产浪费，也给乡村治理、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等带来新问题。但是，如果能

妥善加以开发利用，“沉睡”老宅就有望

成为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民增收的“黄

金屋”。

让“沉睡”老宅活起来，各地要结

合实际，统筹考虑社会效益、经济效

益、生态效益、文化效益，因地制宜、分

门别类实施，走差异化发展之路，不仅

要利用老宅建设民宿、农家乐，还要用

于改建图书馆、村史馆、养老中心等公

共设施，打造菜园、果园、花园、游园

等，实现高效利用，才能走稳走实走

远。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要有力

有序推进乡村建设。加强传统村落、

民居和历史文化名村名镇保护，传承

文脉、留住乡愁。农村老宅承载着历

史的记忆，是最能让人记得住乡愁的

地方。期待各地涌现出更多像余家村

这样唤醒“沉睡”老宅的“点”，串联带

动起美丽乡村建设的“面”，给当地添

“人气”聚“财气”，为乡村振兴注入新

的动能！

让“沉睡”老宅活起来

11月17日，光山县十里镇李堰湾村新发地菊花种植基地，农民在收获金丝皇菊。该种植基地开发菊花深加工产品，提高附加值，带动农民增收。 谢万柏摄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11月17日，

省政府召开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工作

领导小组会议，审议我省2020年度粮

食安全责任制考核情况，安排部署下步

工作。

副省长、省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工

作领导小组组长武国定出席会议并讲

话。在听取省考核办及各成员单位落

实粮食安全责任制情况汇报后，武国定

指出，要提升站位，从政治高度深刻把

握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的重大意义，坚决

扛稳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要突出重点，

着力抓好全领域粮食安全，加强耕地保

护，确保产能安全；稳住粮食面积，确保

产量安全；推进绿色发展，确保质量安

全；强化储备管理，确保储粮安全；落实

收购政策，确保供应安全。要协调联

动，建立健全全省上下分级负责的粮食

安全责任体系，在国家考核中交出河南

的优秀答卷，为国家粮食安全作出更大

贡献。

今年7月份以来，特大洪涝灾害和

持续阴雨天气叠加，给我省秋粮生产和

麦播工作带来巨大挑战。面对严峻形

势，全省上下坚决扛稳国家粮食安全重

大政治责任，麦播面积继续稳定在

8500万亩以上，全年粮食播种面积稳

定在1.6亿亩以上。

本报讯（记者李燕 通讯员宋涛）“每

个养殖场都实现了24小时智能化监控，

哪头猪出现问题，系统会自动上报。”11

月17日，宁陵县牧原农牧有限公司负责

人介绍，公司自2017年落户宁陵以来，已

投资30亿元建成26个养殖基地，年出栏

生猪150万头；投资5亿元建成占地104

亩的饲料厂，年产饲料60万吨，年产值18

亿元。

近年来，宁陵县紧抓承接产业转移新

机遇，以打造百亿级产业集群为主攻方

向，形成了畜牧养殖、复合肥、酥梨、电子

信息等四大产业。

化肥产业转型升级。宁陵被称为“中

国肥都”，引进史丹利等复合肥企业20

家，已经形成年产能1000万吨、年营业额

100亿元的复合肥产业集群，成为全国第

二、中原最大的优质复合肥特色产业基

地，2018年被科技部火炬中心授予“国家

火炬商丘宁陵新型复合肥特色产业基

地”。

酥梨飘香香满城。酥梨产业已经成

为宁陵县的品牌农业和标志性产业，种植

面积达22万亩，年产酥梨6.5亿公斤，年

产值突破10亿元。2004年以来，成功举

办十八届梨花节和十五届酥梨采摘节，形

成了“春赏梨花，夏乘绿荫，秋品梨果，冬

观枝丫”的四季美景，每年吸引30余万人

前来赏梨花、摘酥梨，辐射带动10万余人

就业。在万亩梨园景区基础上规划建设

梨花小镇、艺术小镇等各具特色的村落，

建成一批酥梨深加工企业，一二三产业深

度融合。

宁陵县紧跟新时代新变化，全力发展

电子信息产业。在占地300亩的智慧产

业园基础上，规划建设占地1000亩的电

子信息产业园。目前，智慧产业园已吸引

金坤科技、华坤电子、亨井电子、宁宇电子

等6家电子企业入驻。

“群众要想富，产业是支柱。今年以

来，宁陵县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

优做强实体经济，推动县域经济持续健康

发展，增强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努力实现

富民强县。”宁陵县委书记马同和说。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李昌
奇）“做儿女的孝敬老人天经地义。照顾

老人更贴心、更用心，才能当好‘孝善之

家’，传承好孝善家风。”11月10日，安阳

县高庄镇韩河固村村民韩凤欣看着县里

颁发的“孝善之家”奖牌自豪地说。

近年来，安阳县围绕“乡村振兴，文

明先行”的思路，在305个行政村开展

“孝善之家”选树活动，全县上下形成了

比学赶超、崇德向善的浓厚氛围，为推

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安阳县在重阳节、春节、庙会等传

统节日为荣获“孝善之家”的家庭授牌，

收到“一人受表彰，全家都光荣，教育一

个村，影响一个乡（镇），感召全社会”的

效果。截至目前，全县召开各种表彰活

动960余场次，评选县级“孝善之家”90

户、乡级“孝善之家”180户、村级“孝善

之家”8765户，在群众身边树起了一个

个看得见、摸得着、学得到的道德标杆。

安阳县广泛宣传各级各类先进典

型的先进事迹，在全社会营造崇德向

善、致敬模范的良好氛围。通过移风易

俗等各类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实践和

评选活动，宣传“身边好人”、文明家庭、

道德模范，公民道德建设硕果累累。目

前，全县涌现出各级各类先进典型300

多人，其中刘付贵家被评为全国文明家

庭，3人入选“中国好人榜”，8人荣登省

级“乡村光荣榜”，270余人受到省、市、

县表彰。全县成功创建省级文明镇、村

3个，市级文明镇、村18个，县级以上文

明乡镇达到全覆盖，县级以上文明村占

比达65%。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县将着

力探索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新路径，持

续创新‘孝善之家’选树、表彰、宣传、激

励机制，在挖掘、培育、重塑、传承孝善

文化上下功夫，充分发挥德治融合、引

导、教化等功能，以良好家风带动淳朴

民风、涵养文明乡风，助力乡村全面振

兴，将‘孝善之乡’品牌打造成有魅力的

‘金名片’！”安阳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副县长安小丽说。

宁陵县 四大产业助力县域经济
安阳县“孝善之家”赋能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李梦露）11月17日，记者

从省气象局了解到，受较强冷空气影响，预计

11月20日夜里到11月22日白天，我省将出

现大风寒潮天气，需加强防范。

根据预报，11月19日夜里到20日，全省大

部有小雨，东南部局部有中雨，西部和西北部山

区有雨夹雪或小雪。11月20日夜里到22日白

天全省西北风5~6级、中西部阵风8~9级。伴随

大风天气，从11月20日开始，全省气温将逐步下

降，11月22日最高气温西部2℃~4℃，其他地区

6℃~9℃，11月23日凌晨最低气温，西部、北部

为-6℃~-4℃，其他地区为-3℃~0℃，与前期

相比最低气温降幅8℃~10℃，局部12℃左右。

11月24日到25日我省气温将缓慢回升。

气象专家分析，此次大风寒潮降水过程

有利于改善空气质量，但大风、降温对设施农

业、居民生活等有一定不利影响，建议设施农

业、畜牧养殖业大棚要提前做好加固、维修和

保暖，公众需注意防寒保暖，室内取暖谨防一

氧化碳中毒。

我省将有大风寒潮

武国定出席省粮食安全责任制
考核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强调

认真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
巩固提升粮食安全保障水平

乡村 语新新

花万朵花万朵花万朵花万朵花万朵花万朵花万朵花万朵花万朵花万朵花万朵花万朵花万朵花万朵花万朵花万朵花万朵花万朵花万朵花万朵花万朵花万朵花万朵花万朵花万朵花万朵花万朵花万朵花万朵花万朵花万朵 增收十里增收十里增收十里增收十里增收十里增收十里增收十里增收十里增收十里增收十里增收十里增收十里增收十里增收十里增收十里增收十里增收十里增收十里增收十里增收十里增收十里增收十里增收十里增收十里增收十里增收十里增收十里增收十里增收十里增收十里增收十里掬掬掬掬掬掬掬掬掬掬掬掬掬掬掬掬掬掬掬掬掬掬掬掬掬掬掬掬掬掬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