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十年，河南交出“三农”亮眼成绩单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迈上新台阶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左力吕明珠）10月7日一大旱，

唐河县滨河街道王庄村的田间地头已经熙熙攘攘，一片繁忙。“大

家伙都抓点紧，争取今天把这几十亩红薯都起出来。”村民曲彦英

一边收拾着手里的红薯，一边给大家鼓劲，“在红薯产业园联合党

总支的支持下，我今年种植了200多亩的红薯，估计能挣个大几

十万，放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只有思想上实现破冰之变，才能带领乡亲们实施乡村振

兴。”王庄村党支部书记翟春艳介绍说，今年，该村“两委”通过“观

念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转变。他们联合周

边的9个村党支部，成立了红薯产业园联合党总支，形成了集红

薯育苗、储藏、“三粉”加工、线上线下交易于一体的红薯产业链，

规模种植红薯5万亩，带动了215户652人致富奔小康。

不仅如此，王庄村还引入休闲农业、功能农业、健康农业新理

念，融入康养、民宿、文旅、商贸、创意等农业新业态，倡导健康绿

色和富有情趣的现代化乡村生活方式，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带动现代农业转型升级。

如今，王庄村正在发生美丽蝶变。幽静美丽的乡村道路，令

人心旷神怡的田园风光，环境优雅的农家小院，富有特色的乡村

美食、土产特产、民间艺术……前来王庄村体验乡村风情的游客

络绎不绝。

王庄村乡村振兴上的成就，仅仅是唐河县在“观念能力作风

建设年”活动成效上的一个缩影。

“能不能当好省域副中心城市的‘桥头堡’，关键在人、在广大

党员干部。”唐河县委书记贺迎告诉记者，为打造省域副中心城市

重要增长极，唐河县坚定不移以思想破冰引领发展突围，以能力

提升赋能争先出彩，以作风转变促进担当实干，把“规划图”变成

“施工图”，把“时间表”变成“计程表”，将作风转变与交通发展同

频共振，加快引领交通运输走上“蝶变之路”。

唐河县以唐白河复航、唐枣高速、唐河南阳港、南信合高铁等

重大项目为契机，打通外循环，着力构建“水、公、空、铁”为一体的

多式联运综合性交通枢纽；以迎宾大道、澧水路、时代大道、澧水

大桥为框架，完善内循环，构建中心城区“六横九纵加一环”的主

干路网布局，努力形成中心城区“一河两岸多廊道、两轴四区五组

团”的总体空间结构。截至目前，该县由上海大道、迎宾大道、新

时代大道、五里河大桥等组成的38公里城区外环快速通道成功

闭合，极大地缓解了城区交通压力，为承接复航、高速、物流园带

来的巨大交通流量做出了交通先行保障。

自“观念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开展以来，唐河县坚持以观念

破冰、能力破题、作风破局，着力增强“开放意识、担当意识、争先

意识”三种意识，提升“科学发展能力、抢抓机遇能力、项目招引能

力、改革创新能力、服务群众能力、应急处突能力”六项能力，锤炼

“高效落实、清正廉洁、奖罚分明”三大作风，聚力抓项目、育产业、

强保障、优环境、惠民生，推动唐河高质量发展势头持续向好，跑

出了冲刺“全省二十强”的加速度，踏上了打造省域副中心城市重

要增长极的新征程。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10月 8日，

神农种业实验室理事会第三次会议在

新乡平原示范区召开。

副省长、神农种业实验室理事会

理事长武国定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

听取了神农种业实验室工作进展情况

汇报，研究审议了神农种业实验室

2022年度“一流课题”立项清单、人员

经费财政保障、2023 年度预算草案、

研究基地管理办法和薪酬管理办法等

内容。

武国定强调，神农种业实验室挂牌

一年来，基础设施一期工程基本完工，

5支核心研发团队组建入驻，基础研究

已经开展，制度规范逐步完善，实现了

边建设、边运行、边科研、边出成果。下

一步，政治站位要再提升，对标国家实

验室要求，聚焦种业“卡脖子”技术难

题，多出一流创新成果；推进速度要再

加快，加快引育人才，进一步完善平台

功能，尽快取得新的科技创新突破，加

快推进实验室实体化运营；体制机制要

再创新，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强协作、做

优创新生态，全力打造国家种业科技创

新高地；支持合力要再凝聚，强化协同

保障配合，积极参与课题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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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王侠）10月 9日，记

者从省交通运输厅获悉，近日省交通运

输厅联合省发展改革委、国网河南省电

力公司印发了《河南省加快推进公路沿

线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行动实施方案》，

确保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扎实落地、有效

执行。

截至目前，我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已

经优先完成了国家级高速公路、省辖市

和重点景区周边服务区充电桩新建，以

及老旧充电桩升级改造，全省高速公路

已在 116 个服务区（停车区）建设了

220个充电站、911个充电桩、1720余

个专用充电车位，服务区充电桩覆盖率

由去年的30%提高至近80%。

“下一步，我们将推进剩余服务区

充电桩建设工作，力争年底前，基本实

现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桩全覆

盖。”省交通运输厅建设管理处副处长

孟巍表示。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 为深入实

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建

立健全粮食安全宣传教育长效机制，2022

年世界粮食日和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活动

10月10日在线上启动。

10月16日是世界粮食日，联合国粮食

及农业组织将全球活动主题确定为：“不让

任何人掉队。更好生产、更好营养、更好环

境、更好生活。”世界粮食日所在周为我国

粮食安全宣传周，今年我国确定的宣传主

题是“保障粮食供给端牢中国饭碗”。

据悉，今年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活动

将全面深入宣传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粮

食安全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

史性变革；宣传我国积极参与粮食安全国

际发展合作及全球治理，展现保障粮食安

全的大国担当。在此期间，有关部门将面

向粮食生产、流通、消费等领域，聚焦惠农

强农、科技支撑、国民教育、爱粮节粮等多

个维度，推介典型案例，宣传推进全链条节

粮减损的有效做法，倡导爱粮节粮和健康

消费理念。

本报讯（记者李萌萌 通讯员吴
国山）“一亩地种粮补贴 100 元，俺

150亩的种粮补贴已经打到了卡上，

种粮是越来越有底气了。”10月 9日，

浚县白寺镇后岗村种粮大户张合保

刚刚查验过卡上的钱，就将这个好消

息讲给街坊邻居。

这已经是鹤壁市财政局下达的

第三批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资

金，主要用于应对农资价格上涨对实

际种粮农民的增支影响，本次补贴资

金共计1443万元。鹤壁市财政局还

安排专人回访，保障惠民政策落到实

处，让农民切切实实得到实惠。

鹤壁市财政局农业农村科负责

人介绍，截至目前，中央共下达鹤壁

市三批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资

金，共计5375万元，均通过“一卡通”

系统发放到实际种粮农民手中。

神农种业实验室理事会第三次会议召开

我省高速服务区充电桩覆盖率近八成

鹤壁将惠民政策落到实处

发放种粮补贴5375万元

2022年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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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丘“联村支部”多一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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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

“粮食综合生产

能力迈上新台阶、农

业高质量发展取得

新成效、农村面貌焕

发新气象、农民生活

水平实现新提升。”

10 月 10 日，在“河南

这十年”主题系列乡

村振兴专场新闻发

布会上，河南省委农

办副主任，省农业农

村厅党组成员、副厅

长 马 万 里 用“四 个

新”总结了十年来河

南农业农村的发展

变化。

马万里说，河南

始终胸怀粮食安全

这个“国之大者”，认

真落实“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战略，紧

紧抓住耕地和种子

两个要害，着力稳政

策、稳面积、稳产量，

建设新时代全国粮

食生产核心区，持续

擦亮粮食生产这张

王牌，在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上展现新担

当新作为。

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省718.6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9536个贫困村全部出列，53个贫困县全部摘帽。

2021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533元，年均增长9.2%。

2021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4073元，较2012年提高8387.4元。

2021年全省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汽车拥有量 39.3 辆，比 2012年增长674.2%；电冰箱拥有量 101.0 台，增长

51.0%；空调拥有量135.1台，增长262.7%。

截至2022年8月底，全省累计完成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849万户，全省卫生厕所普及率已超过85%，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率达到33%，全省创建“四美乡村”9200个、“美丽小镇”500个、“五美庭院”183万个。

全省农村公路总里程23.3万公里，农村集中供水率93%，乡镇和农村热点区域实现5G网络全覆盖。

全省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96.1%，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达标率87.5%，农村居民参加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率99%以上。

大力发展优质专用小麦、优质花生、优质草畜、优质林果、优质蔬菜、优质花木、优质茶叶、优质食用菌、优质中药材、

优质水产品等十大优势特色农业，推动酒业、奶业、中医药振兴，优势特色农业产值占比达57.8%，肉、蛋、奶、蔬菜、食

用菌等重要农产品产量连续多年稳居全国前列。

建成了以10个国家级、100个省级为代表的现代农业产业园体系，创建了17个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6个

国家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和80个国家农业产业强镇。

生产了全国1/2的火腿肠、1/3的方便面、1/4的馒头、3/5的汤圆、7/10的水饺，培育出双汇、牧原、三全、思念、

白象、想念等一大批全国知名品牌。

全省粮食总产先后迈上了1200亿斤、1300亿斤两个百亿斤新台阶，连续5年稳定在1300亿斤以上。

用全国1/16的耕地，生产了全国1/10的粮食、1/4强的小麦，每年还调出原粮及其制成品600亿斤左右，是全国

5个粮食净调出省份之一。

全省粮食播种面积常年稳定在1.6亿亩以上，其中小麦面积稳定在8500万亩以上，稳居全国第一。

率先开展大规模高标准农田建设，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7580万亩，“望天田”变成了“高产田”，平均每亩年增产

150斤左右。

着力打好种业翻身仗，规划建设“中原农谷”，成立神农种业实验室，积极推进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国家

农机装备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建设现代种业强省。

全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4.1%，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超过97%、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86.3%。

本报讯（记者陈小平 卢利红）10

月10日，省政协召开《乡村记忆——老

家河南豫见乡愁》文史图书出版座谈

会。

省政协副主席张震宇出席并讲

话。会上，省政协文化和文史委员会负

责同志介绍了图书征编出版情况，有关

单位负责人、专家学者围绕图书内容和

意义畅谈体会，就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提

出意见建议。

张震宇指出，《乡村记忆》出版是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

要指示的实际行动，也是全面贯彻落实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决策部署、积极助推

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的重要举措。

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人

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凝

心聚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要创新方

式方法，把《乡村记忆》宣传好、运用好，

增强全社会助力乡村振兴的思想自觉、

行动自觉；要注重传承创新、加强统筹

谋划，不断擦亮“记忆”品牌，推动政协

文史工作持续出新出彩，为全面建设现

代化河南贡献力量。

省政协召开《乡村记忆》文史图书出版座谈会
10月10日，光山县罗陈乡张楼村青龙河合作社社员在收获水稻。连日来，当地农民趁着好天气抢收水稻，确保丰收粮

食颗粒归仓。 谢万柏 摄

□本报记者 马丙宇
通讯员 史来磊李吉明

“生态宜居星为啥没报？”

“8个坑塘治理不彻底，没底气。”

“咱不是协调资金，领着人和机械

干了12天，整治了吗？”

“一过雨，杂草又长满了，生蚊藏

虫，群众不太满意。”

问者是封丘县赵岗镇马道村党支

部书记王如兵，答者是赵岗镇庞店村

党支部书记李金亮。王如兵还有个身

份，就是马道村、庞店村、庞村、南王河

村“联村支部”的党总支书记。

10月 8日，两人决定重新规划坑

塘整治方案，争取庞店村在争创平安

法治星、文明幸福星的基础上，再多创

建一颗生态宜居星。

在“五星”支部创建中，封丘县委

创新创建模式，决定在全县19个乡镇

609个村庄，按照“大带小、强带弱”思

路，把3~4个村党支部合起来建立“联

村党总支”，择优选聘政治素质好、群

众威信高、带富能力强的村支部书记

担任联村党总支书记，实现头雁引领、

强村帮带、共同进步。

封丘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殷国

伟说，“联村支部”实现资源共享、优势

互补、协调推进、抱团发展，为乡村全

面振兴奠定坚实基础、注入新的动能。

如今，“联村支部”多一星，已在封

丘县乡村形成共识。

人之变 作风转动力足

站在村南的40多亩辣椒地里，李

庄镇刘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自向正让村

民采摘最后一茬小米椒。

“今年小米椒市场好，一亩地能卖

7000多元。”李自向说，“现在村里有

20多亩葡萄，还准备建设20多座日光

温室种蔬菜，俺村发展特色种植沾了

‘联村支部’的光。”

刘庄村的发展方向在哪儿？面对

群众的企盼和信任，这个“90后”思想

疑惑时，“联村支部”给他送来了“及时

雨”。

刘庄村的“联村支部”党总支书记

是李庄村党支部书记李绍山。李绍山

种菜有一手，不光自己种植 200多亩

蔬菜，还带动村民们种植100多亩。

“要多看优势，少点怨言，看准市

场，黄土变金。”在与李绍山一次次交

流中，李自向转变了思想，找准了方

向。

封丘县打造“联村支部”示范点50

多个，先进引路，弱村变强，解放了农

村党员干部的思想，激发了干劲，比学

赶帮超的氛围越来越浓。

业之变 经济活口袋鼓

一个企业改变一个村，可马道村引

来的一个企业让四个村群众受了益。

马道村党员干部能力强，群众团

结致富乐，争创“五星”支部，星星过

硬，可马道村党支部书记王如兵近段

忙得团团转，压力大，主要是“联村支

部”带的三个村也要“星”光闪耀。

“一个村富不算富，四个村都要

富。”王如兵说。他依靠自己多年积攒

的资源，引来了投资4000万元的河南

佳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吸纳 600多

人就业。在用工方面，公司优先招聘

脱贫群众和4个村的富余劳动力。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记者 吴向辉

农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农村面貌焕发新气象

农民生活水平实现新提升

“河南这十年”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