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期11月1日报到，培训时间为11月1
日—11月13日

●第二期11月14日报到，培训时间为11月
14日—11月26日。

●报名时间：即日起—10月22日，两期同时
报名，报满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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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上去不起眼，创造的产值却着实

令人惊叹，这就是不可貌相的“土特

产”。辉县山楂、卫辉桃、长垣西瓜、原阳

大米……当一个个地名与一种种产品组

成的搭配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品牌，一

桩桩响当当的支柱产业在广袤乡村漾起

无穷活力。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落实产业帮扶政

策，做好“土特产”文章，依托农业农村特

色资源，向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

多元价值要效益，向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要效益，强龙头、补链条、兴业态、树

品牌，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增强市

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近年来，新乡市坚持把培育特色主

导产业，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

根本出路，强力推进产业帮扶工作，把产

业发展落到农民增收上，实现了乡村产

业发展有方向，脱贫群众增收有路子，形

成了颇具特色的产业帮扶“新乡模式”。

这一篮子非同寻常的“土特产”，新

乡要拎得更稳，从一时旺做到一直旺。

突出“牧野味”——
品种品质品牌因“水土”制宜

车行太行山区，深沟绝壁起伏，满眼

尽绿，让人深感盎然之生机。

辉县市就坐落在太行山区南段。“山

多地少地力相对较差，种普通农作物，收

成、收益都一般。”辉县市乡村振兴局局

长梁海涛说，“但山区也有独特优势，发

展中药材产业，是产业帮扶的一剂良

方。”

在大山深处辗转许久，终于抵达南

寨镇界地村，辉县市共成种植专业合作

社的晾晒场上，晾满了五颜六色的中药

材。

“我们与北京同仁堂、石家庄以岭药

业、贵州百灵、四川新绿色等中药界知名

企业，建立了稳固的供货关系。”合作社

负责人孙海全告诉记者，过去山区人民

祖祖辈辈种植玉米、小麦，增收致富一直

没找到路子，这几年政府扶持扩大规模，

中药材产业逐渐做大做强。

目前，辉县市拥有中草药达1000余

种，野生中草药面积达百万亩，从事药材

种植、收购、加工、销售的群众有上万人，

每年创造社会经济价值3亿余元。辉县

还规划了 8个山楂种植基地，产量 1万

多吨，规划6个连翘种植基地，产值超5

亿元。

“一天能拿到 120元。”秦运山是共

成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老员工，白天照顾

瘫痪的老伴，晚上处理中草药。“2018年

全家脱了贫，这两年日子宽裕多了有钱

花！”家附近就找到这样的工作，秦运山

特别高兴。

“土特产”之“土”，源于一方水土，各

地不同的气候、地形、土壤、水源形成了

独特的自然资源和农业生产条件，孕育

出独具特色的产品。一脉相承，久久为

功，依托乡土、找准特色，正是新乡“土特

产”发展壮大的基石。

围绕黄河滩区、太行山区、黄河故道

区、太行山山前平原区四个重要区域，新

乡因地制宜选准产业发展的突破口，积

极整合资源力量，基本形成了以延津优

质小麦、原阳预制菜、获嘉食用菌和苗

木、辉县乡村康养等为代表的一批优势

突出、特色明显的主导产业。

今年，新乡市又投入产业帮扶资金

5.76亿元，谋划实施了170个种植业、养

殖业、加工业以及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

项目，因地制宜抓好品种、品质、品牌，在

新乡，很多“土特产”成了名副其实的大

产业。

突出“共富味”——
想头干头彩头在“全产业链”上

新乡市雨轩清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雨轩股份”）里，食材丰富的羊杂

汤、软糯入味的红焖羊肉、块大肉多的羊

蝎子等预制菜产品走下流水线，进入商

超、电商等多渠道。

作为羊肉屠宰加工企业，雨轩股份

的优势是羊肉原材料。这两年，在预制

菜领域一直坚持不懈投入研发人员、研

发费用的同时，雨轩更执着于“养羊”，从

源头保证羊肉品质、产品质量。

赵世界是新任职雨轩的技术顾问，

虽是“90”后，却是养了11年羊的“老羊

倌”。在原阳县葛埠口乡下马头村存栏

量达 2万多只的肉羊养殖基地里，每天

早6点、晚6点看羊吃饭观察状态，是赵

世界雷打不动的“必修课”。

“当地农户第一次接触这样大规模

的养殖，技术帮扶要跟上。”赵世界介绍，

在政府和乡村振兴资金的助力下，雨轩

将羊产业作为全链条产业进行重点培育

和发展，建设肉羊养殖基地4个，目前肉

羊存栏达到6.3万只，打造了肉羊从养殖

到屠宰到加工到销售的产业链条。

乡村产业扎根乡土，很多具备产业

化发展提升的潜质，关键是如何走出一

条新时代“土特产”产业化发展之路，带

动更多群众致富？

新乡着力在农产品价值链挖掘、产

业链拓展上出点子、创路子：抓好“链

主”，积极引进和培育龙头骨干企业，促

进特色优势产业全产业链发展。依托原

阳雨轩食品、延津桂柳集团等龙头企业，

新乡市探索开展“龙头企业+基地+合作

社+养殖户”的产业帮扶模式，鼓励龙头

企业在农村建基地，实现了“龙头企业做

两端、农民群众干中间、金融助推延长

链”的共赢发展方式，培育认定帮扶企业

377家、县级以上帮扶龙头企业59家。

如今在牧野大地，产业的价值链如

涌泉，源源不断；产业链如藤蔓，集群发

展，“土特产”的想头、干头、彩头都在

“链”上得到了实现，成为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保

障。

突出“未来味”——
网络文化旅游融在“多元乡村”

“网络+农业”的营销方式，如今在

新乡“飞入寻常百姓家”。

一家4口人，3人因病、因学享受低

保，唯一的“弱女子”冯巧玲成了家里的

顶梁柱，但乡村快递驿站，让一家人有了

稳定的收入来源。冯巧玲在新乡县七里

营镇的驿站工作，每月收入至少 4000

元。

布设站点的是七里营镇毛滩村的毛

贻峰，早些年在电商平台卖童装成功创

业的他，如今在农村物流上发力，创建了

屹峰电商直播基地，打通农产品上行通

道，帮助新乡县的农产品卖全国，累计销

售农产品和农副产品300万斤以上，销

售额900多万元。

乡村产业振兴不仅体现在产业规模

和效益的提升，更体现在产业增长方式

的转变，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已成为

农业和乡村经济新的增长点。“土特产”，

它根植农耕文化，承载非遗技艺，吐露青

山绿水，自带乡土气息，可以做“+网络”

“+文化”“+旅游”“+健康”等文章，充分

激发未来乡村发展新动能。

辉县市深耕民宿，发力乡村旅游产

业，有效破解了闲置农房盘活利用问题，

已拥有民宿34家，全市正大力推进计划

总投资约 5亿元的 9个在建民宿项目；

获嘉县策划开展系列活动，打造“千年古

县·和美获嘉”文化旅游节，推出首款“封

神源起·获嘉有礼”文创月饼，推进农、

商、文、旅深度融合……

总结经验，继续上路。当下，新乡市

对现存的615个帮扶产业项目继续分类

推进：对乡村康养旅游、光伏电站等产业

链条完备且生产经营效益较好的帮扶产

业，要确保稳定发挥效用；对有一定发展

基础但产业链条不完善的帮扶产业要进

行强链补链延链，促进全链条融合发展；

对帮扶车间、仓储设施等项目资产，以农

业社会化服务为切入点，通过变更经营

主体、调整用途等方式，激活新的发展动

能。

触摸未来，共享共富，新乡“土特产”

未来可期。

本报讯 （记者尹小剑
李振阳 通讯员韩浩 贾晗）

10 月 8 日，在淮滨县王店

乡、期思镇，多台收割机在稻田里

来往穿梭、机器轰鸣。

“我今年种了 600 多亩水稻，

目前差不多收割一半了，现在准备

把这些稻谷拉到烘干厂烘干。”种

粮大户王志军一边查看稻谷的湿

度一边说。

“我们一天能烘干三万多斤粮

食，能够很大程度解决周围农民和

种植大户‘晒粮难’‘存放难’的问

题。相较于传统人工晾晒，经过烘

干的粮食，水分将由 30%下降到

13.5%左右，不仅可以有效减少粮

食浪费、损耗，且品质好、清洁度

高、更易于保存。”当地烘干厂老板

杨涛介绍道。

连日来，淮滨县把秋粮抢收作

为当前的重中之重，积极联系烘干

企业和经营主体的加工设备开足

马力、加班加点生产，在各公共场

所设立临时晒场，帮助农民解决秋

粮烘干、晾晒问题，同时，引导各类

市场主体开展收购，应收尽收。

“我们村的春稻一成熟我们

就开始割了，最近的阴雨天气我

们几乎没受到影响，因为我们新

安村有两台烘干机，一边抢天夺

日收割，另一边立马拉到烘干厂

烘干。”期思镇新安村党支部书记

郭干龙说。

据统计，在今年的“三秋”生产

中，淮滨县累计投入联合收获机械

近 3900台，烘干机 90多台。截至

10月 8日 17时，全县水稻已收获

90%左右。

本报讯“这个数据真喜人，登

海正粮种业的‘DHN368’高产表现

在预料之中。‘DHN368’大棒型、长

筒穗，抗锈抗旱耐高温，具有产量

高、品质优、高抗倒、结实好等特

点。”10月 8日，在浚县卫溪街道万

亩高标准农田玉米示范方内，浚县

供销社为农服务中心的张同堂高

兴地介绍了该地块“DHN368”种植

情况。

当天，由河南登海正粮种业有

限公司主办的“DHN368”现场实测

实收在浚县卫溪街道万亩高标准

农田玉米示范方内举行。测量种

植面积、籽粒称重、测水分……由

河南省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所唐

保军研究员任组长，河南省种业发

展中心原书记张进生研究员、河南

省农科院贾连璋研究员、浚县农业

农村局农技推广站高级农艺师耿

利宾、浚县种子管理站高级农艺师

张守峰为组员的专家组进行了测

产验收。

“我宣布，高产大穗玉米新品种

‘DHN368’现场实打实收，籽粒鲜重

3897.8 公 斤/亩 ，籽 粒 含 水 率 为

30.1%，折合标准籽粒含水量为14%

后，实收亩产为1010.7公斤。”测产

专家组组长唐保军公布了结果。

据了解，“DHN368”是由河南

登海正粮种业有限公司选育，2022

年河南省审定，该品种具有棒大棒

匀，更高产、更抗倒、结实好等特

点。 （肖列）

本报讯 （记者李梦露）10 月 8

日，记者从省气象局了解到，预计未

来一周我省无大范围明显降水，有利

于秋作物晾晒。

监测显示，9月17日8时至10月

7 日 8 时，全省平均降水量 135.7 毫

米，较常年同期偏多 2.3 倍，专家分

析，此次连阴雨天气过程与黄河以南

秋作物收获期有重叠，不利于已收获

秋作物的晾晒和存储；受持续阴雨天

气影响，全省气温偏低、日照偏少，黄

河以北大部地区秋作物成熟期普遍

推迟。但持续阴雨天气增加了土壤

底墒，目前全省大部地区墒情充足，

对小麦播种整体有利。

省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我省无

大范围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大部降

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少。具体来看，10

月10日到11日，西部多云转阴天，部

分县市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

多云到晴天；10月12日，全省阴天到

多云，中西部、北部有零星小雨，全省

大部西北风或偏北风4级左右，中西

部阵风6到7级。10月13日，全省多

云转晴天。

本报讯 （记者曹相飞
通讯员丁丽丽 高溶）“村内

有两台履带式收割机，可下

地作业，有需要的及时与我

联系。下过雨的土是松散

的，趁着泥土湿润，抓紧时

间抢摘花生。”10月 8日，邓

州市高集镇大贺营村党支部书记

贺小中在村民微信群里提醒道。

这是该镇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抓住晴好天气有利时机，动员群众

加快秋收进度的一个缩影。

“俺家种了 3 亩花生，亩产近

700斤，售价也算好，前两天去问净

花生米一斤五块五，带壳三块九。”

正在田间劳作的大贺营村村民贺

学金说。

为切实做好“三秋”生产工作，

该镇提前谋划、抢先部署，将“三

秋”生产暨秸秆禁烧工作各项措施

落到实处，扎实有序推进秋收秋

种，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该镇最大程度挖掘利用现有

晾晒场所和空间做好晾晒烘干工

作。秋收期间，镇政府大院全天

对外开放，供群众晾晒农作物，并

且在不影响交通的前提下，充分

利用道路两旁、各村文化广场、自

家房前屋后等各类空旷场地进行

晾晒。

同时，该镇动员党员干部为缺

乏劳动力的困难家庭提供农机作

业和抢收服务，确保应收尽收、应

种尽种。

本报讯 （记者田明）10月 9日，

记者从河南农业大学获悉，2023年，

河南农业大学承担新型农业经营与

服务主体能力提升（示范）任务共

200人，此次培训由河南省农业农村

厅主办，河南农业大学承办。

据悉，此次培训的报名条件为：

河南省户口；年龄在 18周岁-55周

岁之间；优先重点面向涉农企业和新

型农业经营服务主体的经营管理人

员；高中及以上学历文化教育程度；

未参加过 2022年及 2023年省级高

素质农民培训。培训费用全免，11

月 1日第一期开班，11月 14日第二

期开班，每期12天共2期200人。

届时，将采用“课程培训+基地

实训+创业指导+政策扶持+跟踪服

务”复合培训，线下课程主要包含涉

农法律法规，涉农扶持政策，企业经

营管理、农产品种植技术、农产品品

牌建设，电商销售、创业情景体验、项

目申报等方面的内容。线下培训时

间为 12天，同时完成线上学习时间

40个学时。

考试合格后，颁发《河南省高素

质农民培育证书》；职业技能评价通

过后，颁发《河南省农业职业技能证

书》。

第一期 11月 1日报到，培训时

间为11月 1日—11月 13日；第二期

11月 14 日报到，培训时间为 11月

14日—11月26日。

报名时间：即日起—10 月 22

日，两期同时报名，报满为止。

本报讯 （记者李萌萌 通讯员杨诗捷）

“鸭蛋暗藏神奇图案，碧水中孕育独特奇

鲜……”10月 5日，央视财经频道《生财有

道》栏目以《美丽假期“俏”财富——朝歌古

城藏风味》为题，报道了缠丝鸭蛋、淇河鲫鱼

等淇县特产，这些特产也成为群众生财的

“法宝”。

央视记者走进农佳高效生态园，聚焦

“淇河三珍”之一的缠丝鸭蛋，看鸭子下淇

河、进鸭舍，体验收鸭蛋，品味缠丝鸭蛋的绵

密香韵，试腌咸鸭蛋……“我们一共养了

4000只鸭子，每只鸭子一年大约产 250颗

蛋，去年营收200多万元。”农佳高效生态园

负责人郑会军说。

淇河鲫鱼也是“淇河三珍”之一。“咱的淇

河鲫鱼跟别的鱼不一样，鱼的中间有腰线，从

鳃部到尾鳍的鳞片共32片，普通鲫鱼一般只

有20多片。”淇县淇鲫鱼苗种繁育有限公司

负责人王中魁介绍说，“淇河鲫鱼的脊很宽

厚，出肉率很高，是普通鲫鱼的1.2倍。”

淇河鲫鱼的买家、淇县龙王农家院经营

者龙到妮展示了烹饪淇河鲫鱼的过程，浓香

的鲫鱼汤、美味的干炸鲫鱼都让人垂涎欲

滴。“里面的肉有嚼劲，外面的皮又酥又脆，

真好吃！”央视记者赞叹。

央视播出后，“淇河三珍”等土特产迅速

引起美食爱好者的热烈反响。“美食来自民

间，尝一尝缠丝鸭蛋，喝一喝淇河鲫鱼汤，别

有一番滋味。”假日来鹤壁游玩的上海游客

李悦表示。

培训费用全免

河南农大高素质农民培训班报名啦

10月8日，在武陟县北郭乡东西岗村，农民正在抢
收玉米。连日来，武陟县农民充分利用晴好天气抢收抢
晒玉米，确保玉米颗粒归仓。

本报记者 冯佳志 通讯员 王琳锋 摄

关注关注关注关注““““三秋三秋三秋三秋””””生产生产生产生产巧做“土特产”产业旺起来新
乡

央视“带货”淇县特产

抢收抢烘解晾晒难题淮
滨
县

确保应收尽收应种尽种邓
州
市
高
集
镇

实收亩产1010.7公斤
“DHN368”玉米品种创佳绩

中国工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开幕
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到会祝贺
蔡奇代表党中央致词

标题新闻

据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

未来一周有利晒秋

10月8日，登封市中岳街道康村社区
居民在社区设置的粮食晾晒区晾晒玉
米。本报记者 冯刘克 通讯员 宋跃伟 摄

10月8日，正阳县大林镇十门村村民
正在抢收水稻。

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 高万宝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