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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黄红立许金安
通讯员宋新阁

春到济源，生机无限！

美丽乡村花石村梅花正浓，游人如

织；王屋山蔬菜制种基地，郁郁葱葱；思礼

镇南涧庄村的观花坪鲜切花花卉基地，非

洲菊、康乃馨、大丽花、长寿花，开得喜人；

特色肉兔现代农业产业园，法国伊普吕兔

或觅食，或嬉戏，或打盹，憨态可掬，惹人

喜爱；济源伊利液态奶生产线上，超高温

灭菌、灌装、包装，一片繁忙；轵城镇良安

新村休闲旅游村建设如火如荼……

数字为证，2021年，济源实现了村村

有集体经营性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达到23294.2元，增长8.6%，居全省

第二位。

2021年，济源先后被确定为全省乡

村振兴示范引领市、全省数字乡村示范

市、河南省家庭农场示范市、全省推行林

长制试点、全国农民合作社质量提升整县

推进试点。

“这些成绩和荣誉得益于济源坚持调

整产业结构、发展乡村旅游、农业招商引

资‘三篇文章’一起做，乡村发展、乡村建

设、乡村治理‘三项重点工作’同步实施。”

济源示范区农业农村局党委书记、局长贺

双福说。

调整产业结构
筑成乡村产业高地

济源是河南唯一在全域规划建设的城乡

一体化示范区和全国首个全域产城融合示范

区，重点难点在农村，潜力后劲也在农村。

2021年，济源牢牢守住“两条底线”。

大灾之年实现粮食产量总体稳定，守住了

粮食安全底线；按照“四个不摘”要求，强化

动态监测，开展精准帮扶，脱贫人口收入增

幅达14.03%，巩固脱贫成果工作多项指标

全省排名靠前，国家乡村振兴局对济源巩

固脱贫经验进行了专题推介。

乡村振兴，重在产业。做好产业这篇

文章，就必须大力调整种植结构。怎么调，

种什么，如何才能让农民的腰包鼓起来？

从地理上看，济源从海拔1955米的最

高峰到海拔100多米的中、东部狭小的平

原，具备全方位发展特色农业经济的条件。

“我们从国家、省里请来了多个领域的

专家广泛勘察、调研、分析，充分听取土专

家、种田能手和乡村干部的意见、建议，兼

顾农民增收、保留地方特色、保护生态环境

等多项因素，形成了优化种植业结构计划，

大力发展蔬菜制种、道地药材、特色花卉及

花卉制种、有机旱作农业等四大特色农业

产业，不断延伸现代农业产业链条，提升产

业附加值，实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助力乡

村振兴。”济源示范区管委会委员、副市长

侯波说。

2021年，济源示范区出台了《济源种

植业结构调整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

年）》，“计划”明确，年产蔬菜种子400万

公斤左右，蔬菜种业总产值突破5亿元；

道地药材发展至4万亩以上，建成1个万

亩以上怀药标准化示范基地，产值突破3

亿元；有机旱作农业发展至2万亩、花卉

及花卉制种发展至3000亩以上。2023

年，把伊利奶业、双汇生猪、济源饮料都打

造成为百亿级农业产业集群，增加承载劳

动力1万人。

目前，济源四大特色农业产业，项目

共计36个3.13万亩，成功申报国家怀药优

势特色产业集群、金花石省级田园综合体

项目和省级特色肉兔现代农业产业园。

未来的济源现代农业，特色农业种植

蓬勃发展，特色产业“龙头”高高昂起……

农业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格局，农民增收

渠道将从“一条腿”转移到“多条腿”上来。

发展乡村旅游
树立融合发展标杆

济源山水好，老尹知之久。

济源山区丘陵占 88%，河流 200余

条，乡村旅游得天独厚，“一山一水一精神”

旅游品牌更是独一无二。济源在全省率先

实现全域园林镇、省级生态镇全覆盖。

“发展乡村旅游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有效途径。乡村旅游发展不仅能给农民

带来就业机会和经济收入，还能促进农业

现代化发展，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生活环

境，有利于一揽子解决‘三农’问题，促进乡

村振兴。”济源示范区党工委书记、市委书

记史秉锐说。

济源乡村旅游美景，藏在深闺待人

识。乡村旅游推介会将济源乡村的美景推

向了更广阔的舞台。

郑州、洛阳、焦作、运城、晋城、三门峡，

把这些城市在地图上连在一起后发现，它

们的圆心是济源。

2021年4月23日，济源乡村旅游推介

会首场在洛阳“秀”。5月10日，济源乡村

旅游推介会在郑州“吸睛”……

随后，焦作、三门峡、晋城、运城等目的

地城市，“愚农飘乡·乡约济源”乡村旅游推

介会“实力圈粉”，400余家旅行社，100余

家媒体，新媒体转发几十万人次，济源乡村

旅游的知晓度和品牌知名度逐步打响。

2021年，济源示范区印发了《济源示

范区加快推进乡村休闲旅游业发展的实施

意见》《济源示范区进一步整合部门资源推

进休闲旅游村庄建设行动方案》，明确提

出，将在2022年至2025年建设50个休闲

旅游村庄。到2025年，全市乡村旅游接待

人次年均增长20%以上；实现旅游收入20

亿元，年均增长25%以上。培育10个全国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村；打造100家

特色旅游民宿、100家“后备箱”工程示范

基地、100 个乡村休闲农业基地；培养

1000名乡村旅游经营管理、创意设计、专

业技能、文化传承、市场营销等人才。乡村

旅游带动就业人员突破8万人，乡村旅游

成为主导产业和农民致富增收的重要渠

道。

其中，2022年建设20个休闲旅游村庄，

“五一”前首批12个休闲旅游村庄将建成。

城乡一体皆入画，产城融合满眼春。

目前，济源已初步形成了设施农业区、依山

傍水农家区、文化资源区和特色带动区的

乡村旅游发展新格局，实现了乡村旅游“一

招求多效”的多重效应。

济源乡村旅游的目标是：创建全国休

闲农业重点市、全国乡村休闲旅游先行区

和国家特色生态旅游示范区。

农业招商引资
破题农业现代化

“构建乡村产业体系，必须打通产业

链，而要打通产业链，农业招商引资尤为重

要。”史秉锐说。农业招商引资，是农业产

业升级的一大主要抓手，更是农业农村发

展的澎湃动力所在。

2021年，济源出台了《济源农口招商

工作方案》，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

手，坚持新发展理念，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主线，按照“强龙头、补链条、聚集

群、抓创新、创品牌、拓市场”的招商引资思

路，明确了农旅融合、沟域经济、美丽乡村

建设、“一村一品”特色产业以及林果花卉、

特色蔬菜、食用菌等特色种植业和生态高

效养殖业等六大重点招商方向。

2021年，济源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

念，以开展“万人助万企”“四个一批”活动

为载体，围绕调整产业结构、发展乡村旅游

谋划包装一批农业招商引资项目，借助农

交会、农洽会等平台，广泛开展“链长制”招

商、大员招商、全员招商，落地项目69个、

到位资金24.92亿元。

“今年，要加快两个‘百亿级’产业集群

和一个国家级产业基地建设步伐，即以济

源双汇为龙头打造百亿级生猪产业集群，

以济源伊利为龙头打造百亿级奶业集群，

以济源阳光兔业为龙头打造全国肉兔种质

基因库和全国标准化养殖基地。”贺双福

说，开展农业招商引资，引导资本、人才、项

目等要素下乡，为乡村发展注入动力源

泉。济源“可圈可点”！

蓝图绘就，实干托底。在春天积蓄生

长的力量，在春天吹响奋进的号角，从春天

出发，时代大潮澎湃！

□本报记者宋广军通讯员冯高静

道路通，百业兴。

交通，是乡村振兴的引擎。

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年底，许昌市

农村公路总里程达8528公里，其中县道

1362公里、乡道2213公里、村道4953公

里，全市建制村和自然村通硬化路率均达

100%，基本实现农村公路“县县畅、乡乡

联、农村骨干路网等级化”的发展目标。

近年来，许昌市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四好农村路”重要指示精神，

围绕“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的总目

标，始终把“四好农村路”示范创建作为一

项民生实事工程摆上重要议事日程，以服

务地方经济、促进社会发展、增进民生福

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扎实开展“四好农

村路”示范县、示范乡镇、美丽农村路等创

建活动。

大手笔大手笔
逾26亿元资金投向农村公路

三季有花开，四季有常绿。3月15

日，记者驱车行驶在鄢陵县“花都一号”公

路上，两边是整齐排列的紫荆、香樟、白蜡

等乔木，花朵竞相绽放，绿叶郁郁葱葱。

“你看，道路两侧以白色实线镶边，中间采

用的是蓝、黄、红3色主色调彩线划设，分

别代表生态、发展、富民……”随行的鄢陵

县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自豪地向记者

介绍。

许昌市高度重视农村公路建设工

作，将“四好农村路”建设作为政府重点

民生实事强力推进，成立由市长任指挥

长，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任副指挥长，

市交通运输局、财政局、农业农村局、乡

村振兴局为成员的高规格创建指挥部，

为全市“四好农村路”发展提供了坚强的

组织保障。

为充分调动各县（市、区）开展“四好

农村路”示范创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许

昌市先后出台了《许昌市关于推进“四好

农村路”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等指导文

件，每年组织该市交通运输局、发改委、财

政局、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成立考评

组，对各县（市、区）“四好农村路”示范创

建情况进行考评验收，结果全市通报。

“十三五”期间，许昌市共投入资金

26.76亿元，新改建农村公路2161.6公里，

危桥改造10021眼。2019年~2021年，

实施农村公路“百县通村入组”工程项目

860个，打通了百姓出行“最后一公里”。

同时，加强科学规划设计，狠抓建设管理

和质量监管，落实农村公路建设“七公开

制度”，新改建农村公路一次交工验收合

格率达到100%。

创新举创新举
让公路文化融入地方特色

襄城县湛北乡的北姚村坐落在该县

首山南侧半山腰上，是明朝万历年间工部

尚书姚继可的故里，种植樱桃历史悠久。

过去由于山路不通，村民种下的樱桃自己

吃不完，就烂在了树上。

2015年封山育林后，北姚村修通了

公路，建起了首山公园。同时，襄城县依

托首山公园旅游优势，以党建引领乡村振

兴，农旅融合增加农民收入，大力发展“花

经济”，鼓励群众上山栽植果树，流转山坡

地万余亩，承包给种植大户。栽种油菜，

种植红高粱、向日葵，经过几年的苦战，万

亩荒山披上绿装，北姚村樱桃种植也由原

来的100亩发展到1200亩，并以该村为

中心东西两面绵延着万亩油菜花海。

如今，每到周末，襄城县首山公园里

就人头攒动，长长的盘山公路串起百鸟

园、九龙口、欢乐谷、花草园等景点。公园

观景台就矗立在村中央，观景台西侧向东

水泥路直通山顶，道路两旁做买卖的摊位

一个接一个。

“现在的日子放在以前，那是想都不

敢想，做梦也没想到能过上这种生活！”提

及现状，在此摆摊做生意的北姚村村民陈

彩虹言语间满是欣慰。

为推动农村旅游路、资源路、产业路

建设，让公路文化融入地方特色，许昌市

按照“一段一特色、一路一亮点”的创建

原则，创新“公路+”模式，将“四好农村

路”建设与地域特色深度融合，围绕“公

路+产业”“公路+旅游”“公路+文化”“公

路+康养”“公路+电商”“公路+党建”等

发展模式，进一步拓宽、丰富、完善了农

村公路服务功能，加大了产业路、旅游路

的改造提升力度，打造了以襄城县首山

风景旅游区、鄢陵花木园区、建安区万亩

良田种植园区、禹州钧瓷文化游览区等

为主线的精品线路圈，带动了休闲旅游、

农副产品等特色产业的发展，铺就了群

众增收致富路。

（下转第二版）

许昌市“四好农村路”织就乡村幸福网

济源“三篇文章”共绘乡村振兴新图景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

乔新强）3月13日，在鲁山县辛集乡

三西村的扶贫车间里，几十名女工

正在用缝纫机制作坐床式蚊帐。

“别看厂子不大，但一年能生产

出20万顶蚊帐呢，大部分都出口到

了马尔代夫和非洲地区的热带国

家。”工厂负责人魏文平介绍道。

魏文平今年51岁，她1991年

卫校毕业后先后在中国平煤神马集

团高庄矿和老家乡政府干过临时

工，2014年辞职到新疆创业。“新疆

离老家太远，时间久了，有点想家，

就决定回老家创业。”魏文平说。

“得知这里的扶贫车间对外承

包后，我又到江苏南通那边考察了

几天，发现对外出口的坐床式蚊帐

销路不错，就决定干这行。”魏文平

介绍说。

“老外不怎么使用驱蚊药，所

以蚊帐需求量大，销路不愁。我们

的生产能力有限，有些订单做不出

来，只好放弃了。”魏文平有些惋惜

地说。

魏文平的厂子目前有工人

100多个，多是附近村子的留守妇

女，一天工作8个小时，平均月工

资在2500元左右。

“我们的老板人不错，中午还

免费管饭，大家在家门口打工，也

不耽误接送孩子上下学和照顾老

人。”女工孙亚亚说。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李振
阳 通讯员袁泽兴王迎辉）一块儿

小小的不起眼的木头，在经过精

加工之后，摇身一变，价值不菲。

这样的木头在潢川县欣然工艺品

有限公司随处可见，这些小小的

木头，却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这些产品已经做好了，两天

后将从宁波港发往以色列。”3月

14日，该公司总经理张力说。

欣然工艺品有限公司是潢川

县人民政府 2015 年参加中博会

期间到佛山招商引资的一家企

业，创建于2016年 1月 25日，主

要经营范围是草、竹、木、藤、柳等

材质的手工艺品，是一家生产出

口型手工艺品的加工企业。

张力告诉记者，他们深入调研

国内外客户的消费心理、消费价值

观、环保理念以及民族文化传承，根

据不同客户的需求和标准，精准匹

配客户的文化和市场，研发出近百

种工艺品。由于样式新颖、创意独

特、绿色环保，而且符合欧盟等地标

准，该公司的产品畅销亚洲、欧洲、

美洲、澳洲的多个国家和地区。

欣然工艺品有限公司一方面

利用优势发展壮大生产规模，另

一方面还积极承担社会责任，除

提供稳定就业岗位80余个以外，

还将产品制作过程中较为简易的

工序交给当地群众在家加工，计

件发薪。目前，该公司已经带动

周围100多户居民从事工艺品加

工，其中有二三十户都是当地的

脱贫户。

鲁山县

蚊帐销国外 订单做不及

潢川县

木头工艺品 出口以色列

3月 14日，夏邑县曹集

乡的陈阳(左)在自己的家庭

农场向县农广校农技研究员

王留标请教新品火龙果管理

技术。

2000 年出生的陈阳，

18 岁那年返乡创业，流转

50亩土地办起家庭农场，发

展设施农业、精品农业、景

观农业，种植火龙果、草莓，

培育花草等。目前，他种植

的火龙果、草莓等产品供不

应求，同时带动周边50多户

农民增收致富。

本报记者 李燕 通讯员

苗育才 摄

河南造 卖全球

本报讯（记者田明）“力争到2025年，学前

教育毛入园率、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高中阶段

教育毛入学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分别达到

93%、96.4%、93.5%、60%……”3月15日，省政

府新闻办举行河南省“十四五”教育事业发展规

划新闻发布会，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宋争辉

介绍了河南教育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情况。

宋争辉表示，“十四五”时期，我省将着力

抓好6个方面：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聚焦

高质量教育体系；聚焦基础教育促优质；聚焦

职业教育建高地；聚焦高等教育起高峰；聚焦

服务新发展格局。

此外，到2025年，我省职业本科教育招

生规模将达到高职教育招生规模的10%，职

业本科在校生将达16万人。据介绍，“十四

五”期间，我省将组建一批职业本科学校和应

用技术型本科学校，让更多的学生接受高层

次、高质量的职业本科教育。

我省将组建一批职业本科院校
到2025年在校生将达16万人

小伙“00后”
爱种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