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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

3月 6日，习近平在看望参加全国政

协十三届五次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

社会保障界委员时指出，要未雨绸缪，始

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

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

支撑。

从“粮食生产这个优势、这张王牌任何

时候都不能丢”到“立足打造全国重要的粮

食生产核心区”，从“牢牢抓住粮食这个核

心竞争力”到“夏粮丰收了，全年经济就托

底了”……总书记对河南粮食生产非常关

心，每次来河南考察调研，都要进农村、看

农田、访农户、谈农业。

河南有粮，全国不慌。

作为全国第一小麦调出大省，河南每年

调出 600亿斤原粮及加工制成品，够 1亿人

吃600天。

“河南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取得显著成

绩，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要农产品有效

供给作出了突出贡献，这既是河南的贡献也

是河南的奉献。”总书记语重千钧。

中原农谷建设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

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关于农业科技自立

自强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根本指引，是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在乡村振兴中

实现现代农业强省的重大行动，是锚定“两个

确保”实施“十大战略”的重大布局，是立足河

南省情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举措。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国家现代

种业产业园、国家小麦技术创新中心示范基

地等“国字号”林立，凸显出中原农谷在国家

粮食安全布局中的重要性。

中原农谷不是空中楼阁，它聚焦国家种

业、粮食安全重大需求，以建设国家农业创新

高地为引领，整合农业创新资源，促进种业、粮

食、食品聚合发展。

立足河南、服务全国、面向全球。

到 2035 年，中原农谷将建成世界一流的

农业科技基础设施集群、科研试验示范基地集

群和全球粮食科技创新高地，将成为国家区域

性农业创新核心力量。

中原农谷发展定位

中原农谷重点任务

到2035年

建成世界一流的农业科技基础设施集群、科研

试验示范基地集群和全球粮食科技创新高地，中原

农谷成为国家区域性农业创新核心力量，我省全球

十强种业企业实现零突破，农业领域高新技术企业

达30家以上，打造千亿级种业和粮食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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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策划 王泽远王泽远任爱熙任爱熙
统筹统筹 王建立王建立宋朝宋朝
执行执行 马丙宇马丙宇
文字文字 李相瑞李相瑞王旭王旭

一条大河，奔腾百万年，滋润着中原大地，孕育出中华民族。

一粒麦子，从西亚传入黄河流域，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扎根，

麦香飘越中华上下五千年。

2022年4月，中原农谷建设方案出台。

河南扣响发令枪，在把粮食大省建成粮食强省、农业大省建成农业强省的跑道

上闪电起跑。

黄河右岸，新乡市平原示范区内，中原农谷核心区建设紧锣密鼓。

中原农谷建设前期目标：中国第一，国际影响。

农谷飞歌，中原农谷必将是一颗新的“黄河明珠”！

说一千，道一万，农民增收是关键。

不少农户都有这样的体会，小麦从种到收，忙

活大半年，一亩地收益二三百元，也就是外出务工

一天的收入，这还不包括自己的人工成本。若遇

自然灾害，可能颗粒无收。

一组数字耐人寻味：全国粮食总产量排名靠

前的两个省份，人均可支配收入却是倒数。

越是产粮大县，“粮财倒挂”越普遍。

让丰收粮换来更多增收钱，让种粮人有馍吃

也有肉吃，是农业大省必做的“压轴题”。

想农民之所想、急农民之所急、办农民之所

需，中原农谷应时而生，应势而出。

中原农谷是“谷”，它是“政策洼地”，产生了

“水往低处流”的“洼地效应”；中原农谷又不是

“谷”，它集聚科技、人才、产业，形成了创新高地、人

才高地、产业高地，它是破解农民增收难的金钥匙。

5倍、10倍、30倍、60倍……原粮加工值从前

端梯次升高，中原农谷锚定未来食品，完全可以再

造中原的农业辉煌。

问题是，这样的附加值都产生在二、三产业环

节，在资本掌控的二、三产业环节，如何让中原农谷

内乃至全河南的种粮农户、土地流转种粮人、土地

托管的粮食生产者和村集体经济组织从中获利呢？

中原农谷域内乡村也将共生、共存、共享、共富

纳入日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壮大乡村集体经济永久在

线，乡村许多沉睡的资源被盘活成了资产；脱贫攻

坚过程中，国家巨大的基本建设投入投向农村演变

成了集体资产，加之耕地、民宅、坑塘、山林等原来分

割到户的资源性资产，其价值几近天文数字。

引导农村整合资产，在种粮农民对粮价不具话语

权、定价权的前提下，让这些乡村资产入股中原农谷

的二、三产业进行分红，应是合理、合情的增收路径。

无论资本用什么形式下乡，从道义上来讲，都不

能与最弱势的农民争利，而应该与他们分利、给他们

让利。

让农民增收是“粮安”的前提，帮农民增收应是

各行各业的初心、使命。

日出黄河霞光璀璨，智慧盈谷生机盎然。

中原农谷，这是一条创新之谷、开放之谷、绿色之

谷、智慧之谷、融合之谷，这更是一条希望之谷、奋斗之

谷、增收之谷、振兴之谷，一条充满无限可能的农谷！

河南有未来，农谷聆飞歌。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三农”向好，全局主动。农业是很多产业与

供应链的底层材料来源，稳住农业基本盘，就托

住了经济底盘。

正如空气、阳光、纯净的水常常不被重视一

样，工业化、城市化、金融化等诸多历史进程中，作

为初级产品保障的农业无形中被打上了“土”乃至

“落后”的标签。

河南的地理优势和国家赋予的“粮安”重托，使

河南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土里刨食”的历史与现状，尽

管河南刨得的“土中之食”让更多的人得以生命延续，

也无法改变河南“土而穷”的外部形象，河南一直处于

农业产业链的最关键、最低值也最无奈的最前端。

如何咸鱼翻身、“土而不穷”，中原农谷就是一个

突破口、一把钥匙。

中国最原始的农业就是“粒食”，谷物的颖果煮

熟即可；从“面食”时代至今，“食”之多元、多维，可谓

五彩纷呈、琳琅满目。

尽管饺子、汤圆、方便面、火腿肠等河南粮、肉制

品独步天下，但就其附加值而论，依然可视为中端产

品，缺乏颠覆性的农业高端、极端农产品。

中原农谷这把钥匙要开哪一把锁、河南农业要推

哪一扇门？

专家分析说，如果单单把农业视同为磨面、榨油，

这种思路注定没有出路。河北的面、山东的油起步早、

规模大、影响深远，如果中原农谷将来沿着这个老路走，

就是自己把自己置身激烈竞争的境地。

从农业层面来说，要想汇总大思想、谋取大影响、获

得大收益，就必须一步三阶跳跃、蹦起来摘桃子。

这个桃子是什么？未来食品。

当“吃饱”彻底成为历史以后，安全、营养、健康已经

成了消费者心中的终极目标，针对农业“季节性生产、日

常性消费”这个特性，必须站在现实的高台上用系统性思

维进行前瞻谋划。

人造肉、替代蛋白等都是能满足安全、营养、健康这些

条件的未来食品，如何汇聚资源、加大研发，甚至运用合成

生物学直接托起河南农业产业到产业链的高端，既是中原

农谷的“心之远方”，也是中原农谷的现实落点。

河南农业突围，中原农谷建设方案已经有了高屋建瓴

的运筹，但具体的诸多环节则更是鸿篇巨制，任何一环节，

力不迨则事难达。

有谋亦须有勇！

夫战，勇气也！

古有神农尝百草，今有“神农”育良种。

2021年 9月 23日，在庆祝第四个“中国农民

丰收节”之际，省委书记楼阳生为神农种业实验

室揭牌。

种业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事关中

国人的饭碗，事关国家粮食安全。

楼阳生强调，要集中资源、集中力量建设国内

最好种业研发平台，勇于登攀、勇于创新，不断向

着种业科技前沿进军，开创种业强省建设新局面，

为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

出积极贡献。

为让中国的田野里种上更多河南种子，河南

不断向种业科技前沿进军。中原农谷建设序幕拉

开，好戏连台。

2022年河南省委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支持神

农种业实验室创建国家实验室。以新乡市平原示

范区为中心，规划建设中原农谷。

4月 25日，省政府印发中原农谷建设方案，中

原农谷起跑、加速。

建设方案以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和神

农种业实验室为内核，打造要素共享、协调创新、具

有独特品牌优势的中原农谷，从更高水平上筑牢国

家粮食安全根基。

5月 18日，省神农种业实验室与中国农业大学

在线上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签约领域既涉及种业

重大科学问题、关键共性技术研究，培育突破性新品

种等科技创新合作，又有建设科技创新平台及联合

人才培养方面的合作。

7月6日，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神农种业

实验室分别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在郑州签署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共建共享种业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开展全

方位科技合作和协同创新，为河南农业农村高质量发

展、建设现代农业强省提供科技支撑。

为了促进中原农谷加速建设，我省成立了由省长

王凯为组长，副省长武国定、分管科技工作的副省长

为副组长的中原农谷建设领导小组，小组成员包括12

位厅级干部，阵容之豪华足见其分量之重。

河南农业大学教授郭天财说，建设中原农谷，聚焦

种业这一核心技术，必将为河南加快建设现代农业强

省奠定坚实的基础，也是粮安天下中原担当的重要举

措。

中国饭碗里一定能更多装河南粮，中国粮也一定

会更多用上中国“芯”，这是中国之“要”、河南之“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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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农谷

郑州

新乡新乡

以建设国家农业创新高地为引领

聚力打造“四大中心、两个示范区”

●国家种业科技创新中心

●现代粮食产业科技创新中心

●农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

●农业对外合作交流中心

●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智慧（数字）农业示范区

●打造种业创新核心增长极

●建设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中心

●推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大力发展农业高新技术产业

●重塑要素聚集创新环境

中原农谷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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