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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杰 打造优质生态“黄河粮”

头雁故事汇

人物人物简介简介

张杰张杰，，原阳县政协原阳县政协
委员委员，，郑州大学河南省郑州大学河南省
20222022年乡村产业振兴年乡村产业振兴
培育培育““头雁头雁””项目第二项目第二
期培训班学员期培训班学员。。20142014
年返乡创业年返乡创业，，成立新乡成立新乡
市平原示范区粮满仓市平原示范区粮满仓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先后获得扶贫济公司先后获得扶贫济
困爱心企业困爱心企业、、年度社会年度社会
扶贫先进单位和爱心扶贫先进单位和爱心
捐赠先进单位等荣誉捐赠先进单位等荣誉
称号称号。。

“我当过工人，开过

饭店，卖过化肥，现在投

身种植业，目标是打造

优质生态的‘黄河粮’，

把它做成品牌、卖向世

界。”3月10日，新乡市

平原示范区原武镇万亩

水稻田边，张杰看着一

眼望不到边的稻田，感

慨万千。

从最开始的 503

亩土地，发展到现在的

平原示范区桥北乡马

庄村黄河滩区万亩杂

粮核心区、平原示范区

原武镇万亩水稻核心

区、原阳县太平镇万亩

水稻核心区3个种植基

地两万余亩，张杰用将

近10年的时间把这片

土地打造成了沿黄生

态带上一个颇具特色

的种植区域。

“

“

返乡创业返乡创业 发掘优势成特色

201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生活稳定富足的张

杰看到朋友在平原示范区承包的近千亩土地由于

不懂管理几近荒芜，心疼不已。不顾家人反对，张

杰当了“接盘侠”，由商人做回了农民。

张杰说：“黄河水浇灌，加上先天弱碱土壤、昼

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这些优势一定可以成为发

展的特色和动力。”

目前，粮满仓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水稻种植基地

主产鱼、蟹、鸭、鳅稻共作“黄金晴”“稻花香”“富硒

米”等系列原阳大米。“这些稻米色泽光亮、味道清

新、糯而不黏。”张杰说，“经国家有关部门检测，其

蛋白质、淀粉以及铜、铁、钙、硒等微量元素含量高

于国际知名品牌大米。”

除了鱼、蟹、鸭、鳅共作水稻，基地还种植黑大

麦、黑小麦、黑花生、红薯、紫薯、西瓜、大豆、油菜、

芝麻等多种作物，加工生产系列独具特色的农产

品。

发展品牌发展品牌 延链条融合发展

在平原示范区原武镇种植基地，每到秋季，站

在观景台上远远望去，万顷稻田就像金色的地毯，

微风吹来，荡起一层金色的波浪，吸引着越来越多

的都市人前来观赏。

水稻的一生要经历育苗、打田、插秧、除草、施

肥、收割等一系列过程，而每一个环节都可以设计活

动，让人品味美食之余，体会躬耕劳作的乐趣。

“从古流传至今，水稻都是非常好的研学素

材。以水稻的一生展开的自然活动受到学校和家

长的喜爱。”张杰说，通过举办稻田音乐节、稻田虾

鱼蟹美食节、丰收节等，消费者对生态大米有了更

多的了解，从而成为“黄河粮”系列产品的忠实会

员。公司以“黄河粮”为原料开发的红薯粉皮、石

磨香油、烤红薯干、石磨绿豆面、西瓜豆酱等，也深

受消费者喜爱。

创新模式创新模式 致富带动有高招

“育种是小麦产量、品质的关键。我们通过加

强与专家的合作，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张杰

说。

与新乡市农科院小麦研究所建立深度合作，

粮满仓优质强筋小麦“新麦 45”“新麦 38”“新麦

40”“新麦 52”“富硒黑麦 1号”无论品质产量、抗

病虫、抗倒春寒、抗倒伏、穗层整齐度、籽粒饱满

度都超越了老品种，高强筋系列小麦品种已经大

面积推广。

粮满仓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积极采取“公司基

地+合作社+农户”订单农业模式，与合作社、农户

签订种植购销协议，公司统一供应种子、有机肥、病

虫害防控技术。对于农户种植的水稻、小麦、花生、

红薯等农产品，公司以高于市场10%~20%的价格

统一回收，由此带动农户种地的积极性，创造更多的

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

本报讯（记者董豪杰）惊蛰已过，万物萌动，

正是大麦田间管理、甘薯育苗、绿豆备播的大好

时机。3月8~9日，省甘薯杂粮产业技术体系联

合国家大麦青稞产业技术体系在驻马店开展技

术培训，为春耕助力。

在泌阳县下碑寺乡宜农农民专业合作社，

体系专家实地查看了大麦高产生产示范基地和

红薯种苗培育基地，并对当前大麦生产和红薯

种苗培育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讲解和技

术指导。针对当前大麦田略显干旱等情况，国

家大麦青稞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

科院作科所研究员张京提醒，结合苗情、墒情及

时浇水、合理追肥。针对当前的大麦田病虫害，

专家还现场开出了防治药方。

在甘薯种苗繁育基地，看到使用的简易单层

小拱棚，省甘薯杂粮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

洛阳市农林科学院甘薯谷子所所长王自力建议，

最好替换使用保湿保温效果更好的3层棚膜设

施。他解释说，单层膜保温保湿

性能较差，大棚内和土壤的温湿度均不能得到保

障，影响出苗率和出苗效果。下年度育苗时，可

先浇足浇透水，摆完种薯后覆土，然后加覆一层

地膜，再搭建小拱棚，最好使用3层棚膜设施育

苗，确保苗齐苗壮。

王自力说，甘薯种植曾经在脱贫攻坚工作

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也必将在乡村振兴中有更

大的担当，要把提质增效作为甘薯产业发展的

主攻目标，把质量和效益作为主攻方向，依靠科

技，充分发挥“品种+栽培模式+农机具”的综合

优势，选用合适的品种类型，利用科学的栽培技

术，做好病虫草害综合防治，提高有限商品的充

足供应，同时依据甘薯加工和鲜薯销售两条增

值途径，在规模化生产、专业化销售、品牌化运

行上下功夫、创名牌，做大做强甘薯产业。

除了现场指导，专家云集的技术培训会也

吸引了百余名农业技术骨干、合作社负责人、种

植大户等，先进的栽培管理

技术、深度的产业行情分析让与会者发展信心

倍增。

省甘薯杂粮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河南

科技大学教授李春霞认为，绿豆产业发展优势

明显，从种植上来说，绿豆适应性广，抗逆性强，

是补种、填闲和救荒的优良作物；从作物特性上

来说，绿豆营养丰富，备受国内外消费者的青

睐，具有清热解毒、消暑利水等功能，是重要的

药用植物；从前景上来看，绿豆种植作为绿色产

业是“十四五”规划重点发展的领域之一，未来

可期。

张京从大麦产业发展概况和生产消费趋势

入手，指出大麦营养丰富、组分平衡，作为大宗

饲料原料可提高猪和牛羊的瘦肉率，改善肉品

质量。从食物多样性与营养健康角度来看，大

麦作为主食复配、健康营养食品和饮品等加工

需求增加，为产业发展带来生机。

□于涛

“我做了十年的巴氏奶，虽然遇到过一些难题，

但我坚信，只要继续做对的事情，肯定会取得成

功。”3月10日上午，嵩县亚杰奶牛养殖合作社负责

人陈战武忙着将处理好的巴氏奶放到货车上，稍后

这些牛奶将出现在嵩县的各个商店。

陈战武养了 200多头奶牛，如何降本增效、

如何对牛奶进行更多方式的初加工，在专家的指

导下，他有了满意的答案。

2月 28日，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奶牛体

系、肉牛体系、经济评价体系等主办的2023年肉

牛奶牛产业高质量发展论坛暨培训班在嵩县召

开，陈战武与50多位养殖户代表在现场与专家就

市场销售、品种改良、养殖成本等问题进行交流，

并一起见证了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与嵩县人

民政府“两牛”产业发展战略合作协议的签订。

省奶牛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张震说：“省现

代产业体系走进嵩县，就是要将凝练的一批好成

果、好技术和好模式在基层落地实施，这也是践行

农业科技支撑建设农业强省的集中体现。”

技术下乡技术下乡 打通“最后一公里”

在嵩县，针对当地资源禀赋和产业优势设定

的“牛十条”已经成为嵩县肉牛奶牛养殖户耳熟能

详的政策措施，“托牛所”和规模化养殖场等设施

建设也取得良好进展。

嵩县县长辛俊峰说：“嵩县多丘陵，适合小

规模养殖，近两年通过将人才、技术集中起来，

相关措施得到了养殖户的支持，我们相信有各

体系专家的支持，嵩县的‘两牛’产业发展会越

来越好。”

为打通“最后一公里”，3月 1日，2023年肉

牛奶牛产业高质量培训班在嵩县同步举行，来

自嵩县各个乡镇的200多名养殖户踊跃参加。

培训班上，来自各个体系、河南牧业经济学

院和河南农业大学的专家教授，从肉牛产业政

策解读、肉牛养殖形势及产业分析、“牛叮当”肉

牛综合数据平台使用、肉牛生产性能测定技术、

肉牛高效繁殖技术、肉牛饲养管理技术、肉牛疾

病防控技术、玉米青贮饲养生产技术等方面给

养殖户进行了详细讲解。

在听完“牛叮当”平台的使用说明后，库区

乡龙驹村慧圆牛业合作社负责人解要国拿出手

机，打开“牛叮当”小程序，注册了自己的账号。

“我养了50多头肉牛，了解到疾病防治、性

能检测都能在‘牛叮当’平台上得到帮助，我就

抓紧注册了。”解要国说。

省肉牛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闫祥洲说：

“以嵩县、伊川等为代表的豫西市县有悠久的养

牛传统和很强的地域特色，新时期发展‘两牛’

产业一定要将县域传统优势与现代技术充分结

合，提升养殖的生产效率；通过技术下乡打通

‘最后一公里’，为养殖户带来实实在在的收

益。”

联农带农联农带农 助力乡村振兴

为更好地了解“两牛”产业的联农带农效

果，论坛开始前，张震、闫祥洲等来到田湖镇

樊店村金地实业公司的养殖场考察。

“你建的这个露天牛棚一旦遇到雨天，环

境就变得极差，因此一定要及时清除粪便，

避免疾病疫情发生。俗语说，寸草铡三刀，

无料也上膘。加工粗饲料，不能偷懒，用粉

碎设备可不行，需要改进。”张震说，“牛犊是

牧场的未来，对它们要好一些，要多喂燕麦、

苜蓿。”

在河南山厚牧业有限公司，专家们见到

了老板刘毅养的300多头奶公牛。“奶公牛长

势慢，但好在饲养成本低。如果单单是育肥，

可以买些更早断奶的小牛。鉴于你的牛棚搭

建得特别好，可以养些母牛，提高综合效益。”

闫祥洲说，“可以学习借鉴一些国外养牛场的

做法，采用前店后场的模式发展。”

在3月2日的伊川县现场技术培训会上，

听取专家的指导，水寨镇左寨村厚融肉牛养

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樊营亮在加强管理

和品种牛选择方面学到了更多的经验。

张震说：“通过现场培训，希望更多的

‘土专家、‘牛秀才’能够真正懂养牛、会养

牛、善经营、有情怀，为‘两牛’产业强链延链

补链、提标提质提效，进一步推进‘两牛’产

业高质量、高效益、链条式发展。”

本报讯 3月 8日，省农业农村厅党组

书记、厅长孙巍峰到扶沟县河南农大蔬菜

研究院、扶沟蔬菜现代农业产业园、全国

“一村一品”示范村柴岗乡梅桥村、梅园蔬

菜合作社科技示范园、豫煌番茄现代农业

产业园，就设施农业发展情况开展实地调

研。

孙巍峰详细了解园区建设、种植规

模、市场销售、经营机制、产业效益、群众

参与、农民增收等情况，对扶沟县蔬菜产

业发展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就蔬菜产

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提出意见建

议。他指出，设施农业大有可为，是实现

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国家今年将

出台设施农业发展指导意见，启动设施农

业现代化提升行动，我省要积极对接、抢

抓机遇，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因地制宜、

调优结构，高水平建设一批日光温室，分

层级打造一批示范基地，以点带面在全省

逐步推开。

孙巍峰强调，扶沟县要充分发挥产

业园集聚效应和“链主”企业带动作用，

培育扶持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壮大特色

优势产业，推动设施蔬菜产业高质量发

展。要聚焦关键环节，充分发挥区位优

势、种植优势，不断优化园区发展布局，

健全运营机制，创新运营模式，提高园区

承载能力和产出效益。要以市场化、现

代化、绿色化为引领，突出品种特色，强

化技术支撑，建立农技人才信息库，健全

农业市场主体与农民利益联结机制，增

强蔬菜产业发展的信心和动力。要聚焦

打造优势品牌，坚持绿色兴农、质量兴

农、品牌强农，不断提升蔬菜产业的知名

度和影响力，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助力

赋能。 (本报记者)

本报讯（记者吴向辉 通讯员陈嘉
琪）为全面了解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

业发展诉求，切实帮助企业纾难解困，促进

农业产业化高质量发展，推动有效市场和

有为政府更好结合，3月8日至3月10日，

省农业农村厅二级巡视员高国荣带领调研

组到信阳市、南阳市调研水产品产业链重

点龙头企业。

在潢川县河南省农都农业公司虾稻共

作良种繁育基地和小龙虾产业园，调研组

了解虾稻共养模式，对小龙虾冰鲜仓储、冷

链物流和年产3万吨小龙虾精深加工项目

进行调研。在该公司生产车间，调研组与

车间负责人进行沟通交流，对该公司智能

化、自动化生产线高度认可。调研组指出，

潢川县有着得天独厚的交通区位和自然资

源优势，要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

顺应依靠产业实现乡村振兴大势，抓紧抓

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践行“大食

物观”，托起“舌尖”幸福。

在南召县南都湖农业开发公司，调研

组对其精深加工有机鱼产品高度赞赏，对

该公司生态养殖、精深加工、联农惠农的经

验做法给予肯定。

最后，调研组通过座谈认真听取了企

业需要政府协调解决的事项以及政策建

议。调研组表示，将全面梳理这些诉求和

建议，强化惠企纾困措施，优化企业发展环

境，提振企业发展信心，促进企业健康发

展，为加快建设农业强省提供坚实支撑。

3月10日，在义
马市电子商务产业
园，入驻企业李记卤
味的主播正在进行
椒麻鸡、梅菜扣肉、
麻辣鸡爪等产品线
上直播。目前，该电
子商务产业园已入
驻企业56家，共安
置“90 后”“00 后”
青年创业、就业400
余人。

本报记者 杨远
高 通讯员 苏浩然 摄

南召有机鱼翻大浪南召有机鱼翻大浪

□于涛

省甘薯杂粮产业技术体系联合国家大麦青稞产业技术体系

把技术培训开到田间地头

省“两牛”产业技术体系

凝练一批好成果、好技术和好模式落地

省农业农村厅调研水产品产业链重点龙头企业

“龙头”带动水产养殖业强起来
科技助力 产业提升

孙巍峰到扶沟调研时指出

推动设施农业高质量发展推动设施农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吴向辉 通讯员 刘芳婷

3月 10日，在南召县南都湖农业开发公司的

加工车间内，刚刚捕捞的鲜活花鲢被宰杀、去杂、

去鳞、分割、清洗后，进入自动生产线，再经过设备

的过滤、打浆、定型、速冻等工序，成了鱼丸、鱼糕、

鱼饼等产品。

“南都湖有机鱼产品因天然、纯净的属性备受

消费者追捧，通过线上和线下销售走向全国，目前

市场供不应求。”该公司总经理刘伟说。

近年来，依托南水北调水源地南都湖（原鸭河

口水库），南召县注重资源保护和利用，培育水产

品生产和加工龙头企业，通过示范引领，调整渔业

产业结构，促进渔业产业化快速发展，南都湖有机

鱼已逐渐成为当地一张亮丽的特色名片。

立足资源优势叫响品牌

在淡水鱼领域，由于自然环境和资源的稀缺，

市场适用中高端市场的有机鱼少之又少。为了满

足市场需求，南都湖农业开发公司凭借自身优势，

立足南都湖独特的地理位置，精心打造南都湖深

加工有机鱼。

南都湖农业开发公司是省级产业化重点龙头

企业，该公司和国内多个食品研发机构进行战略

合作，专注有机鱼的深加工、精加工，成为淡水有

机鱼深加工标准的制定者。2012年~2013年，南

都湖有机鱼被指定为第七届全国农运会、第十二

届全运会运动员专供食材，目前已成为国家运动

中心专供食材。此外，该公司还与北京、天津、南

京、上海等地的餐饮公司结成战略合作伙伴，与西

安彩虹星球有机食材平台深度合作，南都湖有机

鱼成为热销爆品。

随着南都湖有机鱼品牌和市场影响力的提

升，南召县积极整合果蔬、米面油、蛋奶蜜、牛羊猪

等周边有机农产品，带动15家企业形成了南都湖

有机产业集群。

精深加工拉长产业链

“南都湖主产花鲢，过去主要是卖鱼头，鱼身

都被贱卖，现在通过精细化分割，鱼头、鱼尾、鱼

背、鱼排等不同部位独立包装，价格都不低，特别

是加工成鱼丸、鱼饼、鱼肉饺子后，价格更是翻了

好几倍。”南召县农业农村局局长秦性松说。

为提高水产品附加值，近年来，该县积极抓好

县域渔业加工、仓储保鲜，冷链物流等工作，2022

年通过中央财政直达资金支持水产品加工龙头企

业更新加工设备，大大提升了企业效能，有力推动

了县域水产品产业可持续发展。

成立于 2020年的南都湖生态水产养殖公司

享有南都湖水面专有经营权，在南阳周边县市合

作了100多家主营南都湖有机鱼的体验店、饭店、

农家乐，与当地库塘养殖户签订苗种供养合同，采

取“公司+农户”养殖模式，以高于市场价收购养殖

户的大规格育种，实现了企业与农户的互利共

赢。如今，南召县已形成了由育苗到商品鱼到深

加工再到餐桌的产业全链条。

“南召县将水产与旅游观光、餐饮结合起来，

形成多业态发展，进一步叫响南都湖有机鱼品牌，

让渔业产业龙头舞起来，带动更多的群众富起

来。”南召县政协副主席孙付军深信，南都湖有机

鱼将会为助力乡村振兴发挥巨大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