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段宝生
通讯员 王世冰 李振涛 杨家国

全县红薯种植面积 10余万亩，种

植农户超6000户，年产值达4亿元。

“清丰红薯”“清丰红薯粉条”成功

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韩村镇以红薯特色产业成功创建

“国家农业产业强镇”。

…… ……

近年来，清丰县聚焦建设“现代农

业强县”战略目标，加速释放国家各项

惠农政策红利，打出了一套“建强产业

链、提升价值链、打通销售链”组合拳，

把不起眼的“小红薯”发展为“富民大产

业、甜蜜新事业”。

“红薯链”里的新路径

“从薯苗培育到红薯种植，从产品

销售到企业运营，我都要做到政策清、

情况明，当好红薯产业链的‘火车

头’。”6月 20日，清丰县委常委、县委

办公室主任赵勋强在介绍他的另一个

头衔——“红薯产业链链长”时说。

在勾勒出建链、延链、补链、强链的宏

观框架之后，清丰县专门组建了红薯产业

发展服务中心，就是当地干部群众熟悉

的“红薯办”。近至开封、洛阳，远赴山

东、河北，清丰县把目光放在全国“薯一

薯二”的先进地区，学真经、学模式、学本

领。一整套专业人马像保姆一样，扫清

红薯种植、销售、融资、保险等各类疑难

杂症，一路为薯农保驾护航、纾困解忧。

经过与全国一流业内专家的深入研讨及

反复调研，该县制定了《全域发展红薯产

业的中长期规划》，将全县划分为引领区、

示范区、带动区三大区域，涵盖育苗、种

植、销售与加工等产业各环节，积极招引

上下游企业，培育壮大本地产业链企业。

清丰县还出台一揽子利好政策，激

发农民种植动力和产业发展活力：对集

中连片种植户、新型经营主体及年产值

突破亿元的薯制品加工企业进行奖补，

健全产业发展政策扶持体系；协调银行

机构降低贷款门槛，累计发放各类贷款

4000余万元，有效解决种植户和企业

“用钱难、用钱慢”等问题。

“红薯甜”里的新秘诀

清丰县积极与中国农业大学、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河南科技学院等高校企

业开展产学研一体化合作，设立研究生

校外实践和双创基地，启动种苗病毒检

测服务，全力把好薯苗质量关。充分发

掘河南华薯公司研发潜能，开发运用全

国首个红薯种苗无糖培养技术，建设全

国红薯行业一流的脱毒组培实验室和全

国首家红薯种苗培育植物工厂。依托新

阳种业等上游企业，在全县建立规模化

种苗繁育基地12个，育苗大棚1700多

座，实现年繁育种苗能力6亿多株。

为使人才这一“最大变量”成为“最

大增量”，清丰县大力招才引智，培育和

引进各类专家人才近200人。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陈留平博士、乌克兰苏梅国

立农业大学陈巧艳博士在清丰建设了

育繁推中试基地，国家甘薯产业技术体

系首席科学家李强、中国作物学会甘薯

专业委员会会长马代夫等多次到清丰

县举办科研培训。县“红薯办”多轮次

邀请外地红薯种植大户、技术员现场教

学，利用县职业技术学校平台开设红薯

种植技术短期培训班，每年培育红薯种

植“新农人”800余人次，打造红薯标准

化种植基地、示范方69个。

“红薯俏”里的新渠道

为让清丰红薯顺利走上全国百姓

的餐桌，该县坚持“线上和线下同步、营

销与服务并重，品牌同口碑齐名”的思

路，多措并举打通清丰红薯产业发展的

“最后一公里”。

该县依托豫鲁冀·万邦农产品批发

市场，组建红薯经纪人团队，开设红薯

销售档口，年销售额突破千万元。依托

电商产业园等平台，鼓励采用网络销

售、网红带货等模式，拓宽销售渠道，培

育大地密码、华董科技等电商企业 11

家，长期供应全国268家大型商超，开

办各类网店、微商、微店等400余个，年

交易额破亿元。

眼下，清丰县红薯种植合作社可谓

星罗棋布、遍地开花，总数达 400 余

家。河南华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河南

小农丫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濮阳新阳种

业有限公司等 3家企业成长为龙头企

业，“薯清风”“薯小二”等10余个红薯

特色产品畅销全国。

“目前，清丰县正大力实施特色农

业产业‘47331’工程，制定了红薯种植

面积 30万亩的目标规划，红薯产业的

辐射力、带动力将进一步增强，为县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濮阳

市政协副主席、清丰县委书记曹拥军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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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杨青）6月 20日，

2023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河

南）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

活动以“开放、合作、发展、共赢”为主

题，聚焦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现代

食品、现代医药、电子信息、数字化转

型等开展对接。

在签约仪式环节，省工信厅党组

书记、厅长李建涛介绍了签约成果：

“在活动启动之初，组委会共发布项目

合作需求 1047个、投资总需求 1.3万

亿元。经过努力和洽谈对接，目前共

达成拟签项目732个、总投资5820.83

亿元。”

活动现场，进行了产业转移对接

重点合作项目签约。同时，河南省政

府与7所工信部部属高校签订合作协

议。

记者了解到，本次拟签项目项目

体量规模化。亿元以上拟签项目678

个，其中 1 亿元至 10 亿元项目 489

个，总投资 1615.9 亿元，占拟签项目

投资额的 27.8%；10 亿元至 50 亿元

项目 165 个，总投资 2827.4 亿元，占

拟签项目投资额的48.6%；50亿元至

100亿元项目23个，总投资1235.3亿

元 ，占 拟 签 项 目 投 资 额 的 21.2%。

100亿元以上项目 1个，也是本次活

动最大项目为桐柏县引入的内蒙古

远兴能源有限公司天然碱矿伴生盐

资源综合利用示范项目，总投资 118

亿元。

本报讯 （记者曹相飞 通讯员张
明迪）6月19日，记者从邓州市农科所

获悉，国家级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

落户邓州，并设立育种站。该中心是

国家级种业创新平台，也是我省唯一

的国家级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汇

聚了河南省农科院、河南农业大学、河

南大学、河南科技学院等院校高端育

种团队和人才。

“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在

邓州设立育种站，既是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

良种技术攻关’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

行动，也是利用大平台优势促进邓州

‘全国制种大县’建设的良好机遇。”

邓州市农科所所长曹永涛介绍，目前

所里先期选择 120 亩土地用于新品

种培育，在文渠镇李洼村选择 100~

200亩土地开展新品种和科技成果展

示。

据了解，生物育种是培育优良生

物的生物学技术，是利用遗传学、细

胞生物学、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等方法

原理培育生物新品种的过程，生物的

育种技术体现着当代生物科学研究

的最新成果及其应用。生物育种是

现代农业的芯片，也是从源头上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性、基础性核心

产业。

曹永涛表示，下一步，育种站将按

照作物的生长周期，陆续开展小麦、玉

米、花生、大豆等新品种培育，后续还

将开展蔬菜、芝麻、高粱、谷子等新品

种的培育，助推制种产业发展。

本报讯 （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葛
高远）近日，省科学技术厅发布《河南

省“瞪羚”企业名单公示》，伊川县先进

制造业开发区六家企业榜上有名，在

洛阳市各县区排名第一。

“瞪羚”企业是指创业后跨过死亡

谷以科技创新或商业模式创新为支撑

进入高成长期的中小企业。这类企业

具备成长速度快、创新能力强、专业领

域新和发展潜力大的四大特征。根据

《洛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洛阳市构

建良好双创生态加快创新主体梯度培

育实施办法的通知》（洛政〔2022〕26

号）文件精神，企业首次获得省级“瞪

羚”企业资格的，市财政给予 50万元

一次性奖励。

本报讯 （记者刘亚鑫 通讯员赵
含香）锣鼓咚咚，旌旗招展，呐喊阵阵，

欢呼不断。6月20日，获嘉县“行走中

原农谷 豫见和美乡村”千人乡村拔河大

赛八强争夺战在城关镇前寺村打响。

当天，经过预选赛进入正式比赛

的男、女组别共 32支队伍 1280名选

手展开激烈角逐。

现场，随着裁判一声哨响，赛场瞬

间就淹没在震耳欲聋的呐喊声中。双

方选手紧握长绳，一股劲，一条心，用

尽全力往后拉，观赛群众将比赛场地

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相关的、不相关

的七嘴八舌给比赛队伍支招，啦啦队

敲起了大鼓小锣、加油声此起彼伏。

据悉，当天除了精彩的比赛，该村

还被“端午”和民俗元素装扮一新。古

装巡游、民俗展演，与村庄美景相映成

趣，一幅和美乡村的幸福画卷让游人

沉醉其中。

本报讯 为进一步健全监督制约

机制，充分发挥检务督察内部监督制

约职能，长垣市人民检察院积极创新

载体，建立“三提示一通报”机制，推动

检务督察融入检察业务、队伍建设、纪

律作风全方位的教育、管理和监督工

作中。

“三提示一通报”即一个年度内，

针对在工作、思想、生活、作风、执法司

法等方面存在明显问题，但尚未达到

党纪政纪检纪最低处分标准的部门和

干警，由检务督察部门制发“督察提示

函”进行提醒、督导，督促其在一定时期

内整改提升。对同一检察人员或同一

部门累计发送两张“提示函”后第三次

触犯的，制发“检务督察通报”。对于存

在违纪违法问题等十二种规定情形之

一的可直接制发“检务督察通报”。

针对督察发现的问题，在全院予

以书面通报，责任到人，并将督察情况

纳入检察业绩考评。工作年度内，部

门累计收到两张“检务督察通报”、个

人累计收到一张“检务督察通报”的，

直接取消年度评先评优资格。个人累

计收到两张“检务督察通报”的，按规

定程序给予诫勉谈话或劝其退出员额

处理，构成违纪违法的，移送派驻纪检

监察组处理。

今年以来，长垣市人民检察院共发

出“提示函”12人次，约谈17人次，有效

传导了工作压力，夯实了工作责任，推

动了各项工作提质增效。 （徐胜虎）

敬告读者
根据省政府办公厅2023年端午节放假的通知精神，本

报6月22日至23日停报，26日恢复正常出版。
本报编辑部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实习生宋沣益 通讯员

王晓磊 梁亚洲）6月 19日，在舞钢市枣林镇张卜

庄村村北的志兴养殖合作社，南北长二百余米、东

西宽约百米的7个鱼塘连成一排，非常壮观。抓

起一把鱼食撒入塘中，十多厘米长的鲈鱼蜂拥而

至，争相抢食，刚刚还波澜不惊的水面顿时沸腾起

来。

“我们养殖的鲈鱼是专供北京市场的，重量长

到一斤半左右就被北京的客商全部整塘买走。这

个塘刚刚清塘，经消毒消杀灌水后放入鲈鱼幼苗，

明年春节前后出塘。”负责人张广超指着相邻的一

个干塘介绍说。

张广超种过莲藕，养过孔雀，是当地出了名的

致富能手。2019年，张广超把村里50多亩旧莲

藕池进行改造，建起了7个长方形鱼塘，试投了3

万多尾鲈鱼苗进行养殖试验。经过几年来的养

殖经验积累，他的鲈鱼养殖池塘已达到11个，

总占地120亩，年产鲈鱼30多万斤，销售收入

达数百万元。

张广超养殖鲈鱼成功后，很快吸引了周

边的养殖户到张卜庄村学习鲈鱼养殖技术，

张广超毫不保留传授养殖经验和技术。如今，

枣林镇已有后邢、洪建、安寨、喜庄、高庄等多

个村庄开展鲈鱼养殖项目，养殖总面积已达

400多亩，年产鲈鱼120万斤以上，并远销北京、

天津、湖北等地。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秦小雪）

“别看这东西又难看又吓人，却是俺村的

‘刺手宝贝’！”6月 18日，手指着村北山

坡上一片长满尖刺的绿植林，修武县西

村乡西岭后村驻村书记邱向红高兴

地说。

他口中的“刺手宝贝”，就是

皂刺；手指的那片绿植林，就是

皂刺树种植面积达 1000 多亩

的神龙皂刺谷专业合作社。这种形似长针

的“宝贝”药用价值高、市场需求大，且皂刺

树易管护好存活，非常适合在干旱缺水的山

区种植嫁接。西岭后村党支部正是看中了

这些有利条件，才下定决心发展皂刺产业，

最终把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把皂刺树变

成了“招财树”。

“安徽的药材批发商、东北的制药厂，都

是我们的老客户。”神龙皂刺谷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杨新明介绍说，“我们已经形成了育苗、

种植、销售的产业链条，是豫北最大的皂刺种

植基地！”

“要借助‘五星’支部创建的东风，发挥紧

邻焦作市的优势，把剩余的2000多亩荒山利

用起来，引进珍贵树种、名贵花卉、优质果树，

布局采摘园、盆景园等新项目，让皂刺基地成

为市民的‘后花园’、山区的新景点！”谈及未

来，杨新明信心满满。

6月20日，温县黄庄镇西林肇村农民在铁棍山药种植基地进行田间管理。连日来，
温县农民紧抓农时开展怀山药、怀地黄等“四大怀药”的田间管理。 徐宏星 摄

本报讯 “沙地种出的西瓜真

好吃！”6月19日，在信阳市平桥区

明港镇淮河村西瓜种植大户张金

刚的西瓜地里，前来购买西瓜的客

商胡先生边吃西瓜边称赞说。

沙土地里，一个个浑圆饱满的

西瓜掩映在郁郁葱葱的藤叶之中，

长势喜人。周边不少水果商慕名

前来购买，张金刚忙着采摘、过秤、

装车，一派繁忙景象。

“今年的日照时间充足，积累

的糖分就足，瓜皮薄、瓜瓤脆，籽少

多汁，鲜甜可口，产量也相当可

观。”张金刚说。

淮河村有着特殊的沙性土壤，

具有得天独厚的西瓜种植条件。

镇、村两级干部积极引导和鼓励本

村农户进行试验性种植，邀请技术

指导员进行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

许多村民成为让人羡慕的致富能

手、种瓜能人。

随着不断探索，该村的沙地西

瓜逐步形成了标准化种植、规模化

经营、集约化发展、科学化管理、品

牌化运作、市场化营销的模式，沙

地西瓜有效拓宽了农民增收致富

的渠道，也打开了销路，成为市场

上抢手的“消夏产品”。

（尹小剑 李振阳 何泽垚 杨凯）

这里的红薯“甜蜜蜜”
——解读清丰县全产业链发展红薯产业的密码

2023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河南)在郑州开幕

拟签项目732个
总投资5820亿元

国家级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落户邓州

伊川县

六家企业入选省“瞪羚”企业

获嘉县

千人拔河比赛绽放“农谷活力”

长垣市人民检察院

“三提示一通报”抓实抓细检务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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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通人和看寺庄
——南乐县寺庄乡从“人和寺庄”到“出彩寺庄”的华丽蝶变

沙地西瓜
汁多味甜不愁销

皂刺“招”来安徽药材批发商

鲈鱼“游”上北京市民餐桌枣林镇

▶▶详见今日二版

淮河村

6月19日，在民权县花园乡双井村马铃薯种植基地，村民在收获马铃薯。今年花园乡马铃薯种植面积达
3000亩，种植马铃薯已成为当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薯”光产业。本报记者 李燕 通讯员 张增峰 王立志 摄

西岭后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