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征程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建功新时代奋奋进进

2022年8月 日

星期四 壬寅年七月初七

中共河南省委机关报 河南日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41-0101 邮发代号 35-2 中原三农网 www.zysnw.cn

第4515期 今日8版

农村版
服务三农 第一媒体 HENAN DAILY COUNTRYSIDE SECTION

4

新闻热线：0371-65795707 广告热线：0371-65795789 发行热线：0371-65795830 总值班 李桂云 值班主任 张豪 设计总监 张峰 责任编辑 李鹏 版式 李英 校对 黎川红

□本报记者 曹国宏
通讯员 罗一琛杨振辉

驱车行驶在241国道淅川段，过了

南水北调中线渠首后，一边是烟波浩渺

的丹江口水库，一边是层峦叠嶂的林

海，穿过丁家山隧道，眼前豁然开朗。

不远处，一排排鳞次栉比的“海景房”依

山傍水，柴沟村到了。

要想富先修路

“原来出山就一条土路，村民出山

做个买卖，要翻五座山过六道沟，打个

来回要一整天。村干部去镇上开会必

须提前一天走。背靠大山，面朝水库，

村里路、电、通信样样不通，全村158户

666人被‘堵死’在沟沟岔岔里，刨着薄

地‘望天收’。因为交通不便，姑娘们争

着外嫁，小伙子很难脱单，村里还有一

多半人没出过大山呢。”7月26日，柴沟

村党支部书记武华顶谈起村里10年前

的生活情况，感慨万千。

武华顶介绍，乡亲们上山挖石头垒

墙，砍树干作梁，长年居住在没有安全

保障的石头危房里，一碰上大雨天那是

“外面大下，屋里小下，外面不下，屋里

还下”；村里没有医生，哪户人家生个急

病受个伤，根本来不及往外送，只能听

天由命。

“出山难、生活难、就医难！10年

前，我们这里‘交通基本靠走，治安基本

靠狗，通信基本靠吼’。”武华顶的笑容

中，透露着伤心和无奈。

2017年，一条投资180万元，全长

10公里的柏油主干道路贯穿柴沟村，

连接241国道，打通了大山深处和外面

的世界。当地政府还投资近 108万元

修建了30公里的水泥路，实现了“组组

通、户户通”，极大地方便了群众日常的

生产生活。

“现在从这儿到镇上，只要半个钟

头。政府帮我们修路，大车可以直接开

到地边拉果子，非常方便。”村民曹金辉

在村里种了几十亩果树，他的果园旁，

一条宽敞的水泥路伸向远方。

“县里还同步争取项目资金 3000

多万元，按照统一户型，统一规划，统一

建设的原则，新建易地搬迁安置房 75

套，让贫困户从山里搬出来，从‘穷窝’

里挪出来。”香花镇镇长李书豪介绍，原

有旧房全部进行了拆除复垦。截至

2017年12月，柴沟村易地搬迁的96户

426人全部住进新房。

记者了解到，淅川县还积极争取多

方投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村党群服务

中心、村文化广场、村卫生室、村中心小

学、村光伏电站等项目一个个建成落

地，安全饮水和污水无害化处理项目建

设完成。与此同时，投资378万元完成

电网改造，村组道路还安装了路灯。

强产业绿生金

站在柴沟村极目远眺，山间田野，

郁郁葱葱，绿意喜人。

“过去，村民们为增加收入，砍树卖

柴，不少山成了荒坡。易地扶贫搬迁

后，植树造林、绿化家园迫在眉睫。”武

华顶介绍，在淅川县林业局的帮助下，

乡亲们向荒山要绿色，为山坡披绿装。

柴沟村对入村主干道及村内道

路，选择大叶女贞、银杏、红叶李和树

桩月季等适宜的乡土树种，按照宜树

种树、宜花栽花、宜草铺草、宜藤植藤

的原则进行美化绿化。目前，柴沟村

森林面积达 2万多亩，森林覆盖率达

到90%。

种满生态林，让荒山披绿；栽满“摇

钱树”，柴沟变“果园”。

在濒临水库的一片山坡上，一排排

芦柑、橙子和柑橘沐着江风，生机勃

勃。50多岁的村民曹金辉正在果园里

管护，他是村里最早一批种植果树的村

民，大家称他“挖掘机”，一天到晚在挖

地干活儿。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 （记者焦莫寒）8月 3日，

省政府召开涉农部门年中工作总结汇

报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

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研究部署下半年“三农”重

点工作。

副省长武国定出席会议并讲话。

在听取有关部门汇报后，他指出，要深

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以学习讲话精

神为动力，全面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

务。

武国定强调，要全力做好后 5个

月各项工作，切实抓好秋粮管理，持续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加快乡村产业发

展，推进乡村建设行动，高质量推进灾

后重建，切实抓好重大项目和重要载

体平台建设，不断保障改善民生，积极

稳妥推进各项改革，深入开展“人人持

证、技能河南”建设，确保全面完成今

年各项目标任务；要坚持底线思维和

极限思维，毫不放松抓好防汛和安全

生产工作，及时排查消除各类风险隐

患，努力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要

深入开展能力作风年建设活动，开展

乡村振兴干部大培训，打造一支过硬

的“三农”干部队伍；要切实履行“一岗

双责”，推进清廉河南建设，以优异成

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本报记者 李丽焦莫寒

日暖桑麻光似泼，风来蒿艾气如

薰。

河南是中药材资源大省和道地药

材生产大省，道地药材的种类、储量、种

植面积和产量均处于全国前列。河南

省农科院以实施“四优四化”科技支撑

计划项目为契机，对艾草标准化种植技

术进行系统研究，制定并发布省级以上

艾草标准化种植技术地方标准，通过示

范基地进行推广应用，从源头上为艾产

业发展提供优质原料。

河南“南阳艾”名不虚传
医圣故里的南阳民间种艾、用艾文

化世代传承，可以说田间一瞅到处是青

青艾草，房间一坐便有艾草飘香。

2021年 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南阳

考察时强调，艾草是宝贵的中药材，发

展艾草制品既能就地取材，又能就近解

决就业。

南阳市乘风而行，把发展艾草产业

作为全市大健康产业重点内容进行统

筹规划，从育种源头到拓宽销售渠道，

打造了一条高效、安全的艾草产业链，

先后开发出药用、灸用、食用、日用工业

品等6大系列 160多个品种艾制品，全

国有3000余家网络电商经营南阳艾产

品，产品远销日本、韩国等数十个国家

和地区。

省农科院研究员、国家中药材产业

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梁慧珍介绍，南

阳艾种植面积达 30万亩，“南阳艾”产

业原料生产占全国 85%以上，艾绒、艾

条、艾柱、精油等艾制品生产占全国市

场的 70%以上，是全国最大的艾产品

生产基地。艾草产业已成为南阳市特

色产业。

以品种为源，破解中药材
产业发展“瓶颈”

传承好中医药文化、念好中药材这

份产业经，与中药材的质量和药效分不

开。

“品质是决定药效的关键，质量优

劣与健康息息相关。品种、产地、栽培

技术、药材生长年限、药用部位、采收时

间和季节、产地加工、炮制方法等都是

影响其品质的重要因素。”梁慧珍说。

长期以来，中药材生产大多延续传

统的粗放经营管理模式，种子种苗混

杂、退化、抗病性差的现象十分严重。

在我省，新品种选育、种子种苗繁育及

其标准化生产等方面存在的突出技术

问题，成为制约中药材规范化生产、药

材优质的瓶颈。

梁慧珍认为，“四优四化”是个良好

契机，围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求

和我省艾草生产中存在的主要问题，通

过对接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中药材）

和服务中药材种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依托省“四优四化”优质中药材专项中

的专题任务——南阳艾标准化生产关

键技术集成与示范，为我省艾草产业优

质高效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南阳艾产业，技术集成找
办法

发展中医药，要着眼大局，布局全

局。

针对南阳艾生产中品种杂乱、产量

低、品质良莠不齐、种植技术不标准等

问题，梁慧珍团队首先提出，对中药材

品种要求基原准确、品种纯正。

省“四优四化”中药材专项启动以

后，南阳市农科院与南阳国医仲景艾草

产业集团、河南仲景源艾业公司积极对

接，共同组建了 3000多亩的标准化种

植科技示范基地。其中国医仲景艾草

产业园基地成为全国首家进入中国中

药材质量溯源体系企业；河南仲景源艾

业公司基地成为南阳市最大的艾草单

体种植基地，并通过了GAP认证。

省“四优四化”中药材专项中，引

进、展示、示范一批优良艾草品种，集成

优质高产栽培技术，规范艾草的种苗繁

育、标准化种植、田间管理、适期收割、

科学晾晒等生产过程，制定并发布省级

以上艾草种植技术地方标准，通过示范

基地进行推广应用，从源头上为艾产业

的发展提供优质原料。

“中药材只有坚持在种植、加工、生

产和流通等各个环节的规范化管理，药

材的质量才能得到保证和提高。”梁慧

珍表示。

淅川县香花镇柴沟村从深度贫困

村到乡村振兴示范村的巨变，昭示了

乡村振兴的未来方向，即要向生态振

兴的绿色“矿藏”深度挖掘，要向生态

收益的递增边际有效拓展，要向人民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目标追求高度努力

拉升。

生态林让荒山披绿，让柴沟变成

累累果实飘香的沟，实现了农业生产

向生态产业的跨越。以“户美”推动

“村美”，营造“绿、亮、净、美”的生态环

境，赢得“省级森林乡村”“市级乡村旅

游特色村”“县级乡村振兴示范村”等

旅游品牌，实现了生态产业向“美丽经

济”的跨越。生态发展与旅游经济同

步规划、一体推进、集约集成，实现了

由生态产出向系统生态效应综合效益

溢出的跨越……

柴沟村的发展路径，值得我们认

真总结和借鉴。

柴沟这十年

产业振兴的最优选择

科技加持 让南阳艾草香飘世界

本报讯 （记者杨青）8月 3日，

第二届郑州食品博览会在郑州国际

会展中心开幕，276家参展商携带

数千种新产品参展，预计将吸引超

过5万名观众参观采购。

据介绍，本届博览会为期3天，

展览面积超过 1万平方米，组织省

内 300余家采购商到会对接洽谈。

博览会设有综合展区、乡村振兴展

区、专业展区。综合展区有来自全

国二十余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等各地具有代表性

的特色食品。特设乡村振兴展区，

为脱贫村携带的特色农产品免费提

供展位，展示脱贫村发展新面貌、新

气象、新成就。专业展区有休闲食

品、火锅食材、肉类及冷冻食品、饮

品及乳制品、冷链物流、食品加工机

械、终端零售及生鲜电商等，涵盖食

品行业全产业链。作为本届博览会

的主宾省，四川省此次组织了35家

名优特新商品企业参展。

本届博览会还举行了产品推

介会暨合作签约仪式活动，我省商

务部门还将组织参展企业开展考

察活动。

本报讯 （记者王侠）8月 3日，记

者从省统计局获悉，省地方经济社会

调查队对全省40个县（市、区）120个

乡镇600个农户开展了小麦生产成本

收益调查，调查结果显示：2022年全

省小麦生产成本上涨明显，但由于今

年小麦亩产增加，同时小麦收购价格

提高，农户种植小麦收益得到较大幅

度提高。

小麦亩均生产成本上涨明显。2022

年被调查户小麦每亩生产成本571.45

元，较上年增加48.65元，上升9.31%。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

2022年河南夏粮总产量3813.1万吨，

播种面积 5683.8 千公顷。河南夏粮

总产量、播种面积数据均居全国第一，

全省夏粮喜获丰收。

2022年，小麦平均亩产894.5斤，

较 上 年 增 加 3.64 斤 ，比 上 年 增 加

0.41%。小麦种植产量的增加，与农

户的努力、政策的支持以及气候的适

宜息息相关。

小麦收购价格提升，农民收益提

高。7月初全省主要粮食品种价格周

报数据显示，2022年小麦市场收购价

格上涨至每斤 1.53 元，上涨 20%以

上。小麦收购价格的上涨弥补了农户

由于生产成本上涨造成的损失。小麦

种植收益提高明显。2022年小麦亩

均 产 值 1368.59 元 ，较 上 年 增 加

22.41%，扣除亩均生产成本 571.45

元，加上亩均补贴61.12元，亩均生产

收益 858.25 元，较上年增加 208.88

元，增长32.17%。

奋力实现农业农村工作全年目标任务
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今年我省小麦量价双涨
亩均生产收益较上年增加208.88元

我省上半年销售帮扶产品296.94亿元
郑州食博会开幕
特设乡村振兴展区

点评

本报讯 （记者刘婷婷）今年上半

年已销售帮扶产品296.94亿元，有效

带动了农民增收。8月3日，记者从省

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河南省首届“畅享

豫品”直播创业大赛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省乡村振兴局坚持把直播电商作

为消费帮扶的重要载体和解决脱贫地

区农副产品滞销卖难的有力措施来

抓，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发布会上，省乡村振兴局党组成

员、副局长孔剑君介绍，省乡村振兴局

联合多部门举行了形式多样的助农活

动。联合省商务厅举办了“礼”遇河

南·首届河南“好品”直播电商大会；联

合中国扶贫基金会在受灾县开展“喜

迎丰收豫有好物”网络销售活动；联合

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河南日报报

业集团举办 2021河南（郑州）国际现

代农业博览会，联合人民日报社新闻

媒体中心、电商平台拼多多开展了爱

心助“豫”公益项目。

同时，依托国家“832平台”实现

预算单位食堂食材、工会福利慰问品

采购与脱贫地区农副产品供给有效对

接，全省38个原国定贫困县在“832平

台”共销售农副产品2.14亿元，入驻供

应商已达887家，上传商品总数7036

种。

在重要节日，省乡村振兴局联合

有关部门开展“互联网+”系列活动，全

省在农购网平台注册带贫企业和合作

社2849家，上传农产品6132种，省商

务、机关事务管理、工会系统注册采购

商35546家，累计成交额约1.49亿元。

疫情以来，省乡村振兴局联合省

商务厅、省工商联成立了消费帮扶“百

企联盟”，制定了培育50个直播基地、

1000名直播达人的目标。

“今年联合省广播电视局，开展

乡村振兴直播产业基地建设工作，着

力培养专业的直播产业人才队伍，加

快补齐农村地区电商服务短板。”孔

剑君说，此次我省举办的首届“畅享

豫品”直播创业大赛，也必将为巩固

脱贫成果、推进乡村振兴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跑出跑出加速度加速度奋战三季度

本报讯 （记者刘婷婷）8月 3日，记者

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河南省首届“畅享

豫品”直播创业大赛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

至目前，我省有 25个国家级农业品牌，其

中区域公用品牌16个、农产品品牌9个，总

数量位居全国第一。

发布会上，省农业农村厅副厅级领导

干部周辰良介绍，河南粮食、油料、果蔬、畜

禽产能名列前茅，我们充分利用全省丰富

的农业资源、发达的农产品加工业，坚持

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标准化生

产发展思路，以市场为导向，加快推进农

业品牌建设，引领消费升级，激活消费市

场，助推乡村振兴，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农

民增收。

目前《河南省知名农业品牌目录》共收

录农业品牌 1037 个，其中区域公用品牌

121个、农业企业品牌262个、农产品品牌

664个，涵盖了果品、蔬菜、食用菌、油料等

12个品类。

周辰良表示，我省积极组织品牌农产

品企业参加全国涉农展会，仅中国国际农

产品交易会，我省已连续参加 18届，累计

组织 2500 余家企业参展，贸易签约额

1140多亿元，132个产品获得农交会金奖

产品，通过展会平台，不断扩大河南农业品

牌知名度，提高市场竞争力。

（下转第二版）

我省国家级农业品牌数量全国第一

核心提示核心提示

从深度贫困村到乡村振
兴示范村，党的十八大以来，
淅川县香花镇柴沟村在各级
各部门的帮助支持下，实现
了高质量发展。

□王民选

8月3日，在尉氏县庄头镇牛家村，剪纸技艺培训正有声有色进行。暑假期间，牛家村在庄头镇纪委的支持下举办了公益培训
班，传授剪纸等传统技艺，让孩子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李新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