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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东辉

“科普展览、实地观摩、观看宣传片、沙盘

讲解、学习宣传资料让我们真正感受到了现代

农业的无穷魅力。李晶晶博士的讲解让我们

知道了种质资源抢救性保护的重要性，种质资

源是育种创新的不竭之源，是共创人民美好生

活的物质基础。”在河南现代农业研究开发基

地举办的“种质资源科普开放日”活动现场，平

原外国语学校高二8班的杨旭感慨地说。

9月 21日，在 2023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前

夕，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作物种质资源研究所

举办了以“种质资源多样性与人民美好生活”为

主题的“种质资源科普开放日”活动，旨在提高

全社会保护农业种质资源意识，助力推进实施

种业振兴行动。平原外国语学校100多名学生

及基地附近的农民现场学习了种质资源和植物

新品种保护有关科普知识，观看了优异种质资

源科普图片展、植物新品种保护宣传片和实物

展品。中国工程院院士、河南省农科院院长张

新友现场调研并指导，详细了解该所种质资源

收集、保护和DUS测试等有关工作开展情况。

活动现场，河南省农科院种质资源研究所

李晶晶博士介绍说：“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

世界，国以农为本，农以种为先。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种子管理条例》规定，农作物种子包

括粮、棉、油、麻、桑、茶、糖、菜、烟、果、药、花

卉、牧草、绿肥及其他种用的籽粒、果实和根、

茎、苗、芽等繁殖材料。如果说种子是农业的

芯片，那么种质资源则是芯片的芯片，没有种

质资源，农业育种创新将成为无源之水。种质

资源又称品种资源、遗传资源或基因资源，作

为生物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育作物优

质、高产的物质基础，是维系国家食物安全的

重要保证，是中国农业得以持续发展的重要基

础。为了加强农作物种质资源的保护，促进农

作物种质资源的交流和利用，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分别于1956年至1957年、1979年至1983

年对农作物种质资源进行了两次大规模普查

与收集，保护了一大批濒临灭绝的地方品种、

野生近缘种等特色优异资源。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种子法》的规定，我国自2003年 10月 1

日起施行《农作物种质资源管理办法》。2015

年，国家发布了《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与

利用中长期发展规划（2015-2030年）》。2015

年，农业农村部启动了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

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我们要与时间赛跑，抢

在资源消失之前，抢救性保护地方特色资源，

确保资源不丧失。”

据了解，为抢救性保护地方特色资源，确

保资源不丧失，2020年 7月，我省启动第三次

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和收集行动。3年

间，共普查和征收集了我省128个普查县和38

个调查县的农作物种质资源，掌握了地方品种

和野生近缘种等资源的时空分布状况，取得了

丰硕成果：

新颖种质资源数量大幅度增加。本次普

查行动征收集的各类农作物种质资源7565份，

包含粮食作物、经济作物、蔬菜、果树和牧草绿

肥等五大类，涉及57个科、177个属、291个种，

共244种作物。

新发现了一批优异种质资源，具有重要应

用价值和前景。与当前品种相比，在品质、抗

病虫、抗逆等方面具有突出优势，蕴含着巨大

育种价值，将对未来品种改良及新品种选育发

挥重要作用。

新抢救性保护了一批珍稀濒危资源。我省

根据资源特性分类对珍稀濒危资源进行抢救性

保护，同时对于有开发前景的资源鼓励所在地

采取各种措施进行开发利用，以用促保。

提升了地方品种文化品牌影响力、社会影

响力。我省结合特色农产品优势，积极开展老

品种的提纯和改良创新，创造了一批当地特色

的“农业名片”，评选出30份“河南十大农作物

优异种质资源成果”，其中濮阳莛子麦、龙水梯

老黄玉米先后入选“农业农村部十大优异种质

资源”。

据介绍，全球已建成 1750余座各类种质

库，收藏着740余万份种质资源。它们浓缩了

这个星球上数百万种动植物以及微生物的遗

传“密码”，为保护地球生物多样性备份，更为

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基础材料。目前，美

国、中国和印度拥有世界前三大作物遗传资源

库。到2022年年底，我国农作物种质资源库收

集保存资源总量已突破54万份，仅次于美国的

60万份。国家种质资源库是作物种质资源长

期安全保存的“大本营”，数十亿颗珍贵的种质

样本在零下18℃可以保存50年以上。

截至目前，我国已构建了较为完善的种质

资源保护平台，建成长期库1个、复份库1个、

中期库15个、种质圃55个，基本构建了以长期

库为核心，复份库、中期库、种质圃等为依托的

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体系。

“种质资源库保存的农作物种质资源，将

利用形态学、细胞学、分子生物学、表型组学和

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最新技术，进行遗传特性和

品质特点的鉴定评价，了解其优势和缺陷，为

育种创新和开发利用提供科学依据。通过杂

交育种、基因改良、基因工程等途径对种质资

源进行创新，发掘具有重要育种价值的优异种

质和基因资源，将具有产量高、抗逆性强、品质

优的新品种应用到农业生产中，促进农业产业

的发展。”河南省农科院玉米种质资源研究室

主任、研究员李会勇博士说，“通过本次农作物

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一大批野生资源和

农家品种得到有效收集和保护，资源保存总量

大幅提升，资源结构得到优化。未来，这些种

质资源将在科研育种、赋能农业现代化、助推

乡村振兴、共创人民美好生活等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 （记者孙雅琳）“这阳光玫瑰葡萄跟

我在街上买的五六块钱一斤的口感确实不一

样，不光甜而且还有淡淡的果香。”9月24日，在

济源丰园家庭农场的展台前，68岁的刘汉平拿

起一颗绿中泛黄的葡萄放入口中，口腔瞬间被

甜蜜征服。

当天，河南省首届生态农场产品宣传展示

活动在郑州市文博广场举办。除了阳光玫瑰葡

萄，儿时味道的番茄、碧绿清香的毛尖茶、粘着

垆土的山药以及品种繁多的有机大米、有机蔬

菜，让刘汉平既饱了口福又饱了眼福。

为全省的生态农场产品举办集中宣传展示

活动，这在我省还是首次。活动以生态循环、绿

色低碳、乡村振兴为主题，活动现场设置了4个

分展区，来自全省 65家企业的粮油、果蔬、茗

茶、肉蛋等100多种生态农场产品集中亮相，不

仅代表了全省各地生态农场产品的最高水平，

更是我省生态农场建设工作启动以来获得成果

的第一次集中全面展示。

2022年1月，农业农村部印发了《推进生态

农场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5年，在全国

建设 1000家国家级生态农场，带动各省建设

10000家地方生态农场。2022年3月，我省印发

《河南省推进生态农场建设实施方案》，成为全国

率先开展省级生态农场评价工作的5个省份之

一。方案提出，到2025年，我省省级生态农场发

展到300家，国家级生态农场发展到40家。

在全省上下的共同努力下，截至目前，河南

麦多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光山县禾园农村土

地专业合作社、河南赛山悟道生态茶业科技有限

公司等13家企业荣获“国家级生态农场”称号。

济源丰园家庭农场、河南爱思嘉农业旅游开发有

限公司、河南中远有机农业研究所有限公司等

159家企业荣获“河南省生态农场”称号。

国家级生态农场、河南省生态农场“扎堆”

的南阳市、信阳市结合自身实际，制订发布了市

级生态农场建设方案，开展了市级生态农场培

育工作。

河南作为农业大省、农产品加工业大省，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活力迸发，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强劲，农业生态低碳发展水平居于全国前列，农

产品资源丰富、品类多样、竞争优势明显，生态

农场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

“生态农场，就是产地绿色、产品优质、产出

高效的农场样板。”在活动现场，省委农办副主

任，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赵耕说，“通

过这次活动，希望能让更多的群众了解生态农

场、让更多的企业加入生态农场建设，逐步将我

省生态农场打造成环境优、品质优、品牌优的

‘金字招牌’。”

□本报记者 于涛 仵树大

快乐酸奶、黑酸奶、益生菌薯片……9月 22

日，在中原食品实验室展厅内，琳琅满目的食品产

品整齐地摆放在一起，构成了一道绚烂的风景线。

“这些都是我们与漯河当地食品企业共同

研发生产的新产品，已经取得非常不错的效

果。”中原食品实验室副主任、乳品与特殊食品

团队首席科学家陈树兴说，“除了开发产品，我

们也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

成立一年来，中原食品实验室累计为双汇、

伊利等183家企业提供技术服务360多次，突破

16项关键技术，发布了36项代表性成果。

“未来几年，中原食品实验室将全面提升食

品产业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完善组织架构，精准

对接企业需求，协同推进‘卡脖子’技术攻关，加

快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为促进河南省万亿级食

品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陈树兴说。

建立科技人才培养基地

漯河市是传统的食品加工和制造业重镇，食

品产业规模达2000亿元，占全国1/50，其中麻辣

面制品、火腿肠、冷鲜肉单品产量等均居全国

第一，被称为“中国食品名城”。

长久以来，漯河市的食品产业集群已经形

成了一定的规模和影响力，但如何在此基础上

寻求创新突破，进一步提升食品产业的附加

值，是漯河市面临的重要问题。

在此背景之下，2022年 9月 22日，河南唯

一由省辖市主导建设的省级实验室中原食品

实验室正式挂牌，应运而生。该实验室由漯河

市主导建设，河南工业大学、郑州轻工业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牵头，郑州大学、河南大学、漯河

食品职业学院等参与，采用“省外+省内”双首

席科学家模式。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 （记者吴向辉）当前，我省秋作物由

南到北陆续收获。据气象部门预报，9月 23日

至 28日，我省有持续连阴雨天气，给秋作物适

时收获、晾晒带来一定不利影响。

为此，9月25日，省农业农村厅及时出台了

秋收技术指导措施，指导各地重点抓好以下应

对措施：

抓紧排涝除渍。对出现田间积水地块，组

织农业机械，抓紧疏通沟渠，排除田间积水；自

然排水困难的地块，组织抽排机械强制排水，降

低土壤含水量，为机械下地收获创造有利条件。

科学组织收获。对信阳已成熟水稻，根据

土壤墒情，及时组织收获。对部分已成熟秋作

物和倒伏玉米，指导农民抓住降雨间隙抢时收

获；对尚未成熟秋作物和站秆能力强的玉米，指

导农民适时晚收，防止因盲目抢收，造成晾晒困

难；对部分已经成熟、机械无法下地地块的花

生、玉米，组织农民人工抢收。

加强农机调度。根据秋作物成熟度、土壤

墒情，细化农机作业供需对接，必要时组织调集

履带式收割机抢收，打歼灭战。对秋作物集中

成熟地区，加强农机区域调度和应急调度，组织

开展抢收；发挥应急服务队作用，确保关键时期

调得出、用得上。

抓好晾晒烘干。充分利用村委会大院、文

化广场、学校操场、空置厂房、平整房顶、空闲房

屋、城乡道路等各类场所，开展通风晾晒。发挥

烘干机械作用，组织粮食经纪人、农机合作社、

种粮大户，为农户提供烘干服务。尤其是信阳

稻区，利用现有烘干设施，开足马力进行烘干。

返京途中在山东枣庄考察
据新华社浙江杭州/山东枣庄9月25日电

习近平在浙江考察时强调

始终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浙江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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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食品实验室
以新动能打造食品名城新优势

我省出台秋收技术指导措施

有机+生态 现场可品尝

我省生态农场产品首次亮相省会

9月25日，在洛宁县上戈镇超越农业有限公司全自动智能分选线上，工人正忙碌着把早熟苹果进行贴签、
包装。该县苹果种植面积约28.5万亩，目前早熟苹果已进入采摘期，果农适时采摘、包装、外运供应市场。

本报记者 黄红立 通讯员 李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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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宋广军 通讯员 李水安 黄琨

秋日的许昌市建安区天高云淡，风物润

泽。沿着新元大道一路东行，满目苍翠、处处

皆景，现代文明与田园风光交相辉映，仿佛一

幅浓淡得宜的山水画。

“家门口就是生态旅游养生产业带，我和

老伴儿每天晚上吃完饭就出去散散步，俺村环

境好、空气好，生活可美了。”9月23日，建安区

五女店镇老庄陈村75岁的陈全玉乐呵呵地说。

陈全玉和老伴儿的晚年生活舒心可意，得

益于近年来建安区推进实施的城乡融合发

展。建安区明确了“一心两轴三带四区五支

点”的总体空间布局，统筹城市提质和乡村振

兴，使城乡双向奔赴，宛如并蒂莲花，处处是

景。

建好建好““四好农村路四好农村路””补齐交通短板补齐交通短板

路畅则百业兴。近年来，建安区大力实施

“百县通村入组工程”，2018年以来，完成新建、

改建农村公路567.5公里、桥梁36座，构成环绕

建安区的292公里县道路网骨架。447公里乡

道、772公里村道成为畅通城乡的毛细血管。

建安区规范建设“四好农村路”，将公路修

到村门口，一张以县城为中心、以乡镇为节点、

以行政村为网点的交通路网徐徐铺展，条条贯

穿城乡的发展路，打通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

“最初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目前，建安区

实现行政村和自然村通硬化路比例 100%，形

成以县、乡道为主，通村公路为辅，迂回贯通的

农村公路网络。同时，实施城乡公交“1元1票

制”惠民政策，真正解决了群众出行“最后一公

里”难题。2022年，建安区成功入围“四好农村

路”全国示范县创建单位。

修通一条道路，发展一片产业，致富一方

百姓。一条条“四好农村路”将建安区的20个

产业扶贫基地、130多家社区工厂、980多家现

代农场和外地企业、社会资本连接成一个整

体，让“城货下乡、山货进城”更加顺畅。世纪

香食用菌、霍庄社火、榆林小米、河街腐竹等一

大批独具建安特色的产品商品，从山野小村走

进繁华都市，帮助农民群众脱贫致富。公路，

这个曾经的交通“短板”，已变成当地村民幸福

生活的“潜力板”。

建安区还大力实施“交通+产业”战略，投

资4亿多元规划建成贯穿五女店、陈曹、小召、

张潘4个乡镇的东部生态养生旅游产业带，先

后引来多家特色企业，吸引周边居民组团观光

旅游。同时，配套实施风貌改造、道路美化等

基础设施改建工程，让昔日鲜有游客的小村落

化身网红打卡地。投资打造西部都市农业产

业带道路和颍河流域产业带道路，为形成产业

特色鲜明、优质高效的都市农业新格局奠定基

础。

截至目前，全区农村公路达528条，总里程

达 1560.318公里，建安区 2021年获评河南省

“四好农村路”示范县，2022年入选“四好农村

路”全国示范县创建单位名单。条条赋能乡村

发展的振兴路，喜迎八方宾客投资兴业、旅游

观光，编织了一幅“路畅、景美、人和、民富”的

绿色锦绣。

发展现代农场发展现代农场 促进农民增收促进农民增收

一子落而满盘活。县域综合承载力的核

心因素是产业，大力推动县域产业发展，是高

质量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根本。建安区以项

目为抓手优化产业结构，形成了“1+6+3”产业

体系，探索了“村内建社区工厂、村外建现代农

场”的乡村产业发展路径，促进村民在家门口

即可就业增收。

“今天我来到乐佳这里玩得非常开心，也

学习到了很多知识。来到乐佳动物区这边喂

小动物，我觉得这里非常有意思，下次我还要

带更多的好朋友来这里玩耍。”五女店镇初级

中学小学部五年级学生王铭皓开心地说。

今年“五一”假期，位于五女店镇的乐佳生

活美学农场成为许昌及周边人民的热门打卡

点，游客们亲子乐、赏美景，沉浸式体验娱乐项

目，为乡村带来了热闹的“人气”和“财气”。

乐佳生活美学农场于2018年10月在建安

区东部养生产业园区落户，总占地面积600亩，

是以青少年营地教育为主导，以休闲农业为基

础，集自然体验、研学旅行于一体的田园教育

综合体。自建成后，美丽的自然环境、多样的

娱乐设施吸引了大批游客，成为大家节假日休

闲观光、农耕体验、研学活动、拓展训练的好去

处。

乐佳生活美学农场负责人尚丹介绍道，从

2022年至今，他们接待游客将近30万人次、研

学团队近10万人次，带动周边务工人员达200

多人，有力助推了乡村经济蓬勃发展。

截至目前，建安区已培育市级以上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28家，建成社区工厂131家，并

将982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纳入现代农场管理

范畴，乐佳生活美学农场、青云牧场、枫宝大地

耕读实践基地等一批现代农场已成为市民假

日休闲游玩的好去处。围绕“二产”，形成了

“222”先进制造业体系。围绕“三产”，大力推

进综合保税区、市场采购贸易试点、多式联运

物流港三大平台建设。

着力改善民生着力改善民生 提升群众幸福指数提升群众幸福指数

民生问题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情。建安

区在增进民生福祉上出实招。

8月 25日 16时，建安区东部水厂正式供

水，日供水能力达 7000立方米。建安区东部

水厂是许昌市首个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的供

水水厂，通水后将有力助推建安区乃至许昌市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下一步，我们加大主管

网连通进度，尽快实现东部四乡镇群众全部用

上南水北调水。”建安区水利局负责人在接受

采访时表示。

聚焦基础设施建设等短板，建安区持续发

展，不断提升乡村公共服务水平。全区建成污

水处理厂（站）11个，户厕改造应改尽改，并在

全省率先实现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全域市场化，

全域接通天然气管道让群众幸福生活从此

“燃”了起来。

从农业大县到工业强区，从全省乡村振兴

示范引领区到城乡融合共同富裕先行试验区，

2023年上半年，建安区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达12753元，农村居民收入增幅比城镇居民

收入高了近2个百分点。

城乡发展风帆劲，阔步小康踏歌行。如今

的建安区，正握紧发展之钥，基础建设不断夯

实，产业建设蹄疾步稳，全域经济迈上全新赛

道。东部旅游养生产业带、西部都市农业产业

带、南部颍河湿地产业带的建设使产城融合格

局焕发出了新活力。

“全区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市委的坚

强领导下，踔厉奋发、笃行不怠，真抓实干、久

久为功，全力以赴抓好各项工作，为高质量建

设城乡融合共同富裕先行试验区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建安区委书记李晓文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