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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李丽实习生张君阳

兰考县全国绿色食品原料（小麦、花

生）标准化生产基地涉考城镇、葡萄架乡等

9个乡镇，覆盖251个行政村、3.6万农户。

近年来，该县农业品牌快速发展，绿色食品

数量和农业品牌综合排名跃居全省县域第

一。但加工品少、产业链条短、带动能力弱

的问题，成为兰考品牌农业发展的瓶颈。

如何突破这一瓶颈？兰考县干群牢

记嘱托，勇于担当，守好用好精神“钙”源，

深入践行县域治理“三起来”，大胆创新、探

路示范，以创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

生产基地为契机，补齐“品牌农业”短板和

弱项，用扎实的创建成果和一个个品牌强
农实践，示范引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为乡村振兴提供强
有力的产业支撑。

基地创建为品牌农业发展注入强大能量

2020年11月，兰考县获批创建全国
绿色食品原料（小麦、花生）标准化生产基
地20.04万亩。

以发展绿色食品为重点，以推进农业

品牌实现跨越式发展为目标，“政府搭台、

企业唱戏、群众参与”，兰考按照既定战略

迅速汇聚起原料基地创建的强大合力，掀

起创建热潮。

按照《河南省加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

标准化生产基地创建与管理的意见》要求，

以县长为组长的领导小组，聚焦创建目标，

聚力高位推动，紧盯七大体系，整合农业农

村、水利、交通运输等项目资源，全力补短

板、强弱项、创特色。

按照“公司+基地+农户”“公司+基

地+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和土地托管等

模式，与基地对接的11家企业，对接面积

（小麦和花生总面积）36.45万亩，占基地总

面积的90.9%，其中8家企业15个加工产

品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基地（小麦和花生）

面积19.35万亩，年使用基地原料量7.41

万吨，占基地原料总量的48%以上。

“兰考县原料基地创建标准高，效果好”，

国家验收组对兰考创建工作给予高度评价。

绿色发展成为基地创建最靓底色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兰考县积

极践行新发展理念，把全国绿色食品原料

标准化基地创建和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紧

密结合，强力推进。

兰考原料基地创建通过与高标准农

田建设、“四好农村路”、美丽乡村等项目相

结合，健全基础设施和环保体系。积极推

广农作物秸秆还田、青贮等农业废弃物资

源化利用技术；构建“蜜瓜、红薯、花生+

牛、羊+饲草”特色产业体系，形成以养带

种、农牧复合“农牧循环”绿色发展模式。

强化全程质量管控，117家生产经营主体

纳入了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平台，实

现从生产、收获、仓储到销售各环节的全程

监管。成功创建国家蜜瓜农业产业强镇和

河南省蜜瓜湖羊现代农业产业园，获批创

建全国农业现代化示范区。

从基地创建中尝到甜头的神人助粮

油有限公司总经理任雪岩激动地说，通过

绿色食品认证后，企业入选河南省农业品

牌名录，产品销售价格提升5%，销量上升

30%。兰考大丰植物油有限公司通过参与

基地创建获得农产品地理标志使用权，产

品销量大幅增加，去年仅一个订单就销售

“焦桐花”花生油1500万元。

创建成果让企业和老百姓甜到心头

兰考将基地创建与品牌建设紧密结

合，持续推出“三品一标”认证奖补、纳入对

全县驻村工作队和红旗村年度考核、产业

发展奖补政策等激励措施，取得丰硕成果。

兰考县立足独特黄河故道资源、黄河

水灌溉及本地气候特点发展起来的“兰考

新三宝”（兰考蜜瓜、红薯、花生）全部获得

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并全部入选全

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兰考蜜瓜”入选

全国农业区域公用品牌。2021年6月，兰

考蜜瓜成为人民网“人民优选·百城百品”

活动首个推介品牌，“兰考红薯”入选河南

省农业区域公用品牌。截至目前，兰考“新

三宝”面积分别达到3万亩、8万亩、25万

亩，全县通过绿色食品认证的“兰考新三

宝”生产主体26家，形成“地理标志+绿色

食品+特色产业”一标一品一产业的品牌

农业发展模式。

一大批企业在品牌建设过程中脱颖

而出，品牌影响力和竞争力不断增强。

2017年入驻兰考县东坝头镇的奥吉特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开展创建供港基地、

绿色食品认证等品牌建设，让企业快速壮

大，成长为国家级产业化龙头企业。“瓜妹

儿兰考蜜瓜”“五农好花生”“奥吉特褐蘑

菇”等8家企业品牌入选省级企业品牌名

录；“萧美人花生”“吴大锄红薯”等14个农

产品入选省级农产品品牌；“润野黄桃罐

头”“五农好酱”“兰考蜜瓜”等多个产品分

别荣获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中国农产

品加工贸易洽谈会和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

等全国展会大奖；“荣丰金果园葡萄”“神人

助面粉”等11个产品先后被评为“河南省

我最喜爱的绿色食品”。

“通过品牌创建，我们基地成为河南

省地理标志农产品示范基地，我们的蜜瓜

获得多个博览会金奖，基地销售价格提高

30%。”兰考树锋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

树锋感慨不已。

以原料基地创建为抓手，大力推进农

业品牌建设，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兰考正以习近平总

书记殷切嘱托为遵循，大力弘扬焦裕禄精

神，拼搏创新、务实重干，在贯彻落实省委

“两个确保”和省政府“推进农业高质量发

展意见”精神的征途中“走在前，做表率”。

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
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
冲出迷雾走向光明
最强大的力量是同心合力
最有效的方法是和衷共济

据新华社北京4月2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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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宋朝于涛李梦露王旭刘婷婷

粮食生产，丰产是第一位的。

河南省委一号文件指出，要分类分区

域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和提质，2022年，

河南要新建高标准农田756万亩，打造50

万亩以上高标准农田示范区。

除此之外，水肥一体化技术推广、引

黄灌区改造扩容、盐碱地改造等，目标就

是为了增加耕地面积、提升耕地质量、提

高粮食产能。

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人类。

中国古代历史上，占沃土、争粮食，有

关因粮食引发的战争不胜枚举；缺粮的直

接后果便是人口增速缓慢，甚至灭国；明

朝引入玉米、土豆、红薯等高产农作物后，

才有了清朝的四万万同胞。

河南科技学院教授、小麦育种专家茹

振刚说：新中国成立以前，河南的小麦亩

产不足200斤，育种、栽培等全方位技术

支撑，让我们的小麦亩产超千斤成为很常

见的事情。

几乎每年麦收时节，茹振刚都要到田

间地头去，和获得高产的农民庆丰收、喝

庆功酒。

河南是小麦育种、制种大省，不管是

强筋、中筋、弱筋，各种专用小麦，在所有

育种专家心里，高产历来是第一要务。

种粮农民，也是把产量放在首位的。

47岁的万子荣是许昌市建安区陈曹

乡万庄村的种粮能手，2010年他就注册

成立了农机专业合作社，至今合作社有

49名社员、22台拖拉机、18台收割机、6

台自走式打药机、5台植保无人机、6台烘

干机。

“原来我一直种普麦品种，毕竟种的

时间长了，小麦亩产心中有数；后来推广

优质强筋小麦品种，我不敢大面积种，只

是试种了一小块，等确认不减产，我才开

始种优质麦。”4月6日，万子荣站在正在

孕穗的麦田边说，他现在流转的300亩

地，全部种优质麦，亩产在1200斤左右，

每斤麦子能多卖一毛钱。

伊川县吕店镇2021年种了4万亩谷

子，农户种植谷子的积极性除了政府多方

面的支持外，根源还在于谷子产量的提

高。

吕店镇镇长康君魁说：历史上吕店镇

就有种谷子的传统，但亩产一直偏低，很

多农户就改种了玉米、红薯等高产农作

物，使得全镇最低谷的时候，谷子种植只

有几千亩。

近年来，张杂谷、豫谷等多个谷子新

品种培养成功，加上谷子播种、收割机械

的研发与投放，种谷子的劳动强度大大降

低，谷子亩产因新品种推广也从历史上的

300来斤上升到700斤左右，增收效果明

显，焕发了当地农民的种谷积极性，种植

面积得以逐年增大，形成了区域农产品品

牌。

不少“吃粮食的人”对农作物种植使

用化肥很有抵触。

其实化肥是粮食稳产增长的重要支

撑之一。粮食生产是植物的一个生命过

程，小麦在长达240天的野外生长中，既

需要吸收大量的营养，也需要抵抗五花八

门的自然灾害以及虫害，如果没有可靠的

肥力支撑和植保呵护，高产基本上是个伪

命题。

化肥是粮食的“粮食”。

资料显示：化肥对粮食生产的贡献率

在40%左右，如果小麦种植不施底肥，一

季亩产就可能减产200斤。

一亩地打多少粮、总产量多少，一直

是衡量丰收与否的标准，提高粮食质量必

须在保证产量的前提下。

历史上，中国的粮食就是论“堆”论

“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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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绿树村边合”的意境

□本报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化红军康晓灿刘艳红

“这是落花甜柿子，属于新品种，两

三年就能挂果。现在的农村真是好，出

门就是花园果园，一点儿不比城里差！”4

月20日，在禹州市文殊镇文殊村，老党

员杨怀生看着村里今年新栽的果树，脸

上满是幸福。

今年以来，禹州市把人居环境整治

与“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紧密结合，党

员干部深入基层一线实战练兵，坚持因

地制宜，突出“一村一景”，打造出一道

道既有清丽山水、又有净美人居，既有

田园诗意、又有乡愁古韵的美丽风景，

人居环境从“一片美”不断迈向“全域

美”。

美丽乡村靠实干

党员干部如何提能力、锻作风？人

居环境综合整治集中攻坚行动是试金石

和主战场。创建氛围浓不浓，整治成效

好不好，“一村一景”啥亮点，群众满意不

满意……都在工作中得到检验。

该市无梁镇吹响“环境整治党旗

红、党员干部争先锋”主题活动“集结

号”，镇领导班子成员和机关党员干部

把周末休息切换到“乡村美颜”工作模

式，组成党员先锋队“志愿红”，分包到

七个责任区的30个村、13家企业，开

展“三清、六治、三拆、四绿”和路域环

境集中整治，实现环境整治全天候；在

颍川街道，15个社区组织党员干部开

展“星期五义务劳动”，人人动手打扫

卫生；朱阁镇突出村容村貌“清脏治乱

拆违增绿”重点任务，在全镇29个村

开展环境整治“擂台赛”，掀起了各村

党组织明争暗赛、党员干部一线比拼

的热潮。

“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让环境综

合整治有了抓手。该市各基层党组织

和广大党员干部把环境整治作为乡村

振兴的一项重要举措，既抓典型引路，

又推整体提升，既整外部环境，又创“五

美庭院”，既要全域美丽，又不一刀硬

切；既有现场指挥，更有一线战斗，在环

境整治一线进一步锤炼了本领、夯实了

作风。

“一村一景”有特色

人居环境整治要“面子”更要“里

子”，要有“颜值”更要有“气质”。

走进禹州市鸿畅镇李金寨村，放眼

望去，街成行、房成排、树成林，游园、广

场、湿地等处处散发着世外桃源的气

息。而最显眼的是村西头墙壁上手绘的

一棵3米多高的幸福树，8个枝丫象征着

全村8个村民小组，400多户村民都在

上头，红树叶代表共产党员家庭，粉树

叶代表最美乡贤家庭，紫树叶代表好婆

媳、好妯娌家庭，绿树叶代表文明户、五

美示范家庭，蓝树叶则代表一般农户，

一棵“幸福树”激发了全村人人思进、户

户争先的良好家风。“这棵‘幸福树’既

是李金寨人对景美的坚守，又是对人美

的承诺。乡亲们相互比赛，都想当先

进，村庄美了，家庭美了，人心也美了，

全村形成了人人思进、向善向美的良好

社会风气。”该村党支部书记李孝伟自

豪地说。

在无梁镇曹楼村，村中心广场上横

置着一块汉白玉条石，上面镌刻着480

字的《曹楼村训》，爱国、敬老、尊师，以及

家庭和谐、邻里互助、信义交友等村训内

容四字一句，朗朗上口。村“两委”还把

一些家庭的家风家训制成牌子钉在村民

家门口，时时提醒每个家庭培育好的家

训、传承好的家风。“家风家训既是荣耀，

也是责任，能时刻提醒乡亲们把好的家

风家训不断传承下去。”《曹楼村训》的作

者王根发说。

该市在678个村（社区）的人居环境

整治中，紧密结合实际，统筹兼顾农村风

貌保护和环境整治，注重乡土味道，留住

乡愁记忆，因地制宜推进果树进村、村容

村貌整治提升等，以“一村一品”“一村一

景”打造了姹紫嫣红、精彩纷呈的亮丽风

景：钧台街道花园社区的篱笆菜园、花石

镇河东张村的海棠花海、方岗镇方东村

的庭院花园、磨街乡刘门村的柿树围村，

等等，一村有一村的特色，一村有一村的

韵味。

“盆景”带动全域美

“一村一景”的终点不是单个盆景，

而是“百花齐放”全域提升。禹州市结合

“当下治”与“长久立”、单个美与整体美，

把环境整治纳入民生实事、年度考评，压

紧压实“三级书记”责任，推动工作机制

常态长效。市财政拿出3000万元资金

以奖代补，为环境整治提供资金保障。

全市成立13个督导小组，对26个乡镇

（街道）进行全覆盖、无差别全面督查，

每周通报排名，反馈存在问题，加快全

市环境整治工作的整体推进、全面提

升。

方岗镇在24个行政村中开展环境

整治竞赛活动，帖沟村的大喇叭发布红

黑榜、段村通过每周评先奖励洗衣粉、方

东村果树进院满园春……在该市第一次

整乡推进、逐村观摩活动中，受到了一致

好评。

去冬今春以来，该市积极推进果树

进村“增绿”行动，新栽果树1029.4亩

10.21万株；推进“四旁”绿化，大力实施

2360.6亩南水北调中线干渠生态长廊

建设、840 亩乡村绿化美化建设和

2285.8亩矿山生态修复，培育出苌庄镇

玩花台村梨树基地、磨街乡刘门村柿树

园、鸠山镇闵庄村杏树基地等一批特色

林业经济村。“这美丽乡村看着美，到了

秋天收获票子更美！”刘门村4组村民杨

松岭高兴地说。

截至目前，该市已成功创建省级“美

丽小镇”1个、“千万工程”示范村43个，

许昌市级“美丽小镇”2个、“四美乡村”8

个。

“打好人居环境综合整治集中攻坚

战，是民之所望、政之所向。我们将以

‘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为契机，紧盯‘净

起来、绿起来、亮起来、美起来’目标，努

力把环境整治的先发优势转化为长久领

跑优势，真正让群众成为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的参与者、受益者！”禹州市委书记

黄河表示。

“走在前，做表率”兰考县扎实创建的强农实践

从“一片美”迈向“全域美”
禹州市把环境整治的先发优势转化为长久领跑优势 粮食丰产是第一位的

4月 19日，汝阳

县三屯镇郭庄村红薯

育苗户在剪红薯苗，

为及时移栽红薯苗做

好保障工作。三屯镇

因地制宜发展优质红

薯生产，目前，全镇红

薯生产已形成育苗、

种植、储藏、加工、外

销一条龙服务。今年

全镇种植优质红薯面

积近万亩。

康红军摄

2021年5月12日~13日，河南省创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现场观摩培训

会在开封市兰考县召开，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书记唐泓，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

长赵耕出席会议并讲话。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