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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董豪杰

11 月 5日，天空飘起细雨，延津县

塔铺街道大柳树村种植户周山林望着天

感叹道：“刚出苗就碰上喜雨，麦苗喝饱

了水，好好长吧！”

跟周山林一样，大柳树村全村种的

都是同样的小麦品种，整村都是种子田。

在周山林眼里，种好粮，离不开一粒

好种子。

扛稳粮食安全重任，一粒种子促振

兴。黄河北岸，中原农谷正崛起，种业振

兴路上，河南步履铿锵。

高点站位高位谋划
找准找实发展坐标

农关国本，粮系民生。粮食安全是

“国之大者”，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对于河南这样一个农业大省，实现农业

现代化，打好种子基础，至关重要。

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

察时强调，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

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良种技术攻关，靠

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

河南省委、省政府牢记嘱托，始终把

推进种业振兴作为农业强省建设的重中

之重，以前瞻30年的眼光作出建设中原

农谷的战略决策，奋力打造以种业为核心

的国家级、国际化农业创新高地。

河南省委、省政府研究出台《关于加

快建设现代种业强省的若干意见》，对加快

推进种业振兴进行全面安排部署，明确了

种业强省建设的路线图、任务书、时间表。

放眼农谷处，眺望奋进路。一年来，

中原农谷建设“四梁八柱”初步构建，形

成了“1+1+1+2+N”政策体系和“管委

会+公司+专家咨询委员会”运作模式，

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中国农科

院中原研究中心、神农种业实验室等53

家省级以上科研创新平台，74家种业企

业已入驻农谷，交通、教育、医疗、文体等

公共设施正在加快完善。

创新为核搭平台
打造种业新高地

中原农谷，因农而生，以种而兴。

中原农谷把创新摆在发展的逻辑起

点，聚力推进种业科研平台和管理体制

机制创新，在种业创新上下好“先手棋”、

打好“主动仗”、争当“排头兵”。

锚定做强种业基础研究方向，重塑

重构省实验室体系，面向市场、聚焦产

业，整合省内创新资源，倾力建设神农种

业实验室；聚焦种业发展与安全，省直事

业单位重塑性改革，整合优势资源组建

河南省种业发展中心，有力提升了省级

种业事业单位技术支撑能力；创新攻关

机制，以企业为主体实施农业良种联合

攻关，激发企业和育种团队创新热情，加

快构建商业化育种体系。

2018年，国家生物育种中心获国家

发展改革委批复建设。如今，已建成运

营的产业创新中心，引进 6个由院士和

中原学者牵头的育种创新团队……

2021年 9月，省委决定在中心基础

上组建神农种业实验室。首批实施“一

流课题”5项，汇聚21家单位、25个团队

开展联合攻关……

河南始终把种业平台建设作为种业

振兴的重要支撑，聚焦国家种业、粮食安

全重大需求，创新管理运营机制，加速集

聚机构、平台、人才等高端创新资源，努

力打造国家级、国际化农业科技和种业

创新高地。

做好种业“芯片”
守护中原粮仓

种子，现代农业的“芯片”，大国的必

争之宝。逐梦种业强省，河南再出发。

利用单碱基编辑技术，花生育种团

队在全球首创了抗苯磺隆除草剂的花

生新种质；芝麻团队发现并克隆了调

控芝麻节间长度的短节基因，利用基

因编辑技术，获得短节间矮化基因编

辑芝麻；玉米团队在全球首次绘制了植

物根应答病原菌侵染的高分辨率细胞

图谱……一批从 0到 1的原创性突破，

正夯实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根基。

37个农作物新品种通过审定，近三

年育成品种累计推广 1.5 亿亩，部分品

种已成为当前我省和黄淮海区域的主导

品种，小麦、花生、大豆、芝麻等5个品种

入选2023年农业农村部主导品种……

越来越多的农业科技加速落地生根，为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打下坚实基础。

攥紧种子，方能端稳饭碗。多年以

来，河南坚决扛稳粮食安全政治责任，用

全国1/16的耕地生产了全国1/10的粮

食、1/4的小麦，种业创新发展是稳粮增

产最核心的驱动力和保障。

全省农业科技贡献率达 64.9%，主

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超过 97%，小麦、

花生育种水平国际领先、供种能力全国

第一，玉米、芝麻、西甜瓜、辣椒等新品种

选育水平全国领先，在种业振兴中展现

了河南新担当新作为。

重任千钧，何以河南？抓住种子这

个“牛鼻子”，这是河南给出的粮食安全

中原答卷。

小种子，大未来。首届中原农谷国

际种业峰会即将盛大开幕，相信本届峰

会必将收获满满，河南也必将在新起点

上，展现新作为。

河南欢迎八方来客共享种业“盛

宴”，也热切期盼专家学者为河南种业发

展建言献策、交流合作，牢牢筑起粮食安

全种业基石。

做强河南“芯” 端牢中国“碗”
——写在首届中原农谷国际种业峰会召开之际

本报讯 唐诗一条街、宋词一条

街、诗画广场，你很难想象这是一

偏僻小村的“文化范”。

11月 3日，走进汝阳县柏树乡

黄路村，水墨风的诗画气息扑面而

来。

为让群众精神生活富起来，黄

路村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契机，

让墙壁会“说话”。村子以墙为

“纸”，既保留特色旧民居原貌加以

修缮，又为老旧墙体穿上“新衣”，

并让一首首古诗、一幅幅名画装裱

上墙。

在黄路村，刘禹锡、苏轼等名

家的佳作到处有；诗画广场上，《清

明上河图》《洛神赋图》《千里江山

图》等名画一应俱全；家家户户门

前高悬的“烟薯飘香和美黄路”红

灯笼更是映红了整个村庄。

通俗易懂、感染力强、赏心悦

目的名画和故事，让村民随时感受

传统文化的熏陶，既美化了村庄环

境、增强了文化氛围，又在潜移默

化中增强了村民的文明观念。正

在诗画广场散步的村民薛金格说：

“自改造以来，村容村貌得到了很

大提升，村里到处都干净整洁，大

家心里都美滋滋的，也会自觉维护

环境卫生，生活也变得更幸福了。”

黄路村还注重基础设施提升，

截至目前，该村污水管网铺设、道

路硬化、村庄绿化工作已全部完

成，共铺设透水混凝土 1100 平方

米、安装路灯28盏。

“我们将持续深入推进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以‘绣花’功夫推进乡

村微改造、精提升，不断扮靓美丽

黄路，助力乡村振兴。”黄路村党支

部书记郭武锋说。

（许金安 吴亚格 岳甜甜）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郭
中平 冯丽荟 毋昆）在沁河北岸的一

条乡间公路南侧，可以远远看到一座

高高耸立的牌坊，上写“许鲁古镇”，

此处也是北鲁村的入口处，这里是元

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和天

文学家许衡的祖籍，亦称许衡故里。

村内最有特色的建筑就是幽静古

朴的许鲁文化园，此处利用百年老宅改

建而成的许鲁文化园占地面积1500平

方米，充分保留了其古色古韵。如今已

设计打造成集许衡文化、理学研究、研

学体验、文创采购、休闲娱乐等功能于

一体的综合文化主题园区，来访游客络

绎不绝。

谈起许鲁文化园的由来，11 月 2

日，沁阳市西向镇北鲁村党支部书记陈

联行感触深刻：“前些年看着村里房屋

大量闲置，村民纷纷搬出，我觉得非常

痛惜，这些百年老宅要是无人管理、年

久失修就彻底废了。”

因此，陈联行决定重新挖掘村里历史

文化建筑，让“许鲁古镇”再次焕发生机。

许鲁文化园斜对面原本有两处土

墙老房，共有840余平方米的宅基地，

长期无人居住和打理，经过改造提升，

如今这里成了拥有游廊、日晷、大型竹

简画的1200平方米许鲁文化广场。

许鲁文化广场对面，是一处坐北朝

南的院落，院落木门灰瓦，翠竹掩映，黄

泥巴墙，古朴典雅，院落里、房间里艺术

化展示的是许衡生平介绍及活动范围，

这里是北鲁村正在打造的许衡文化研

学基地。

“在村庄整体规划建设中，我们注

重村庄建设脉络、街巷格局，同时，注重

对传统文化的保留和挖潜，老屋、古树、

石碑……留住乡村原貌，避免‘千村一

面’，让‘许鲁古镇’再次焕发生机。”陈

联行说。

村内道路两侧排排绿树，房屋院落

布局整齐，元代文化元素点缀于外墙立

面。

“这两年村里的发展越来越快，大

家的收入也越来越高了，街道卫生干净

整洁，基础设施建设日益完备，都让我

们奔向幸福生活的劲头越来越足。”村

民马新安开心地说。

本报讯 11月 1日，汤阴县韩庄

镇部落村的甲骨文书屋内窗明几

净，各类图书整齐地摆满书架，供

阅读者借阅。

“咱们甲骨文书屋自创办以

来，一直很受村民的青睐，平时有

不少学校组织学生来这里开展阅

读活动，尤其是农闲时节，来书屋

的人更多，在增进亲子关系、丰富

知识技能等方面，甲骨文书屋可以

说发挥了不小的作用。”部落村甲

骨文书屋管理员邢歌说。

“这里环境好，空调、饮水等设

施都有，特别是这里的学习氛围浓

厚，是孩子们读书学习的好地方。”

村民宁新花说。

甲骨文书屋现配备图书 4000

余册，类目齐全，功能分区清晰明

了，并实现了借还设备、无线网络服

务、阅览桌椅、雨伞和老花镜等便民

设施全覆盖，还配备了专职管理员

进行日常事务管理。除此之外，该

书屋通过不断融合本地文化元素，

探索出“甲骨文书屋+文明实践”模

式，陆续举办了“诗词端午朗诵会”

“书香润暑假、阅读伴成长”“阅读分

享会”等文化实践活动，用文明实践

向广大村民传播知识与快乐，也从

多方面提升了村民对文化知识获取

的满足感、幸福感。 （王都君）

□叶金福

农技培训非得要请专家学者、

大学教授吗？显然并非如此。

其实，在我们的身边，不乏有

很多农民欢迎的本乡本土的“土专

家”，他们当中有的是种植大户，有

的是养殖大户，有的是农产品经纪

人，他们不但信息灵通，而且每天

都和农民在一起，知道农民最需要

什么，因而由他们传授的农技知识

一定是对路的，对农民发家致富肯

定是有帮助的，农民当然也就感兴

趣了。农民们为什么喜欢接地气

的农技培训？说到底，就是因为这

样的农技培训带有浓浓的“土味”。

有的农技培训纯粹是做样子，

走过场，发点资料、摆几块展板、拉

几条横幅，就算对农民进行了农技

培训。农民对这样“作秀式”的农

技培训很是反感，长此以往，就会

对这样的农技培训不屑一顾，失去

兴趣。

农业农村部门在组织开展农

技培训的时候，应根据农民的所

需、所盼，把农民们最需要的农技

知识送到他们的家门口。不妨多

请一些“土专家”，开展一些带“土

味”的农技培训，让农民懂得快、学

得快，从而学为所用，走上发家致

富奔小康之路。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

李艳艳）11月 1日，2023全球减贫

伙伴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中外

政府部门、国际机构、社会组织、科

研院所和媒体的约150位参会代表

联合推选出第四届全球减贫案例

征集活动104个最佳案例。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铁集团）郑州局，对口

帮扶洛阳市栾川县“铁路小镇”项

目《轨道铺就梦想 圆梦铁路小镇

——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

司减贫案例》，成功入选全球减贫

最佳案例，将和其他入选案例一起

在全球推广分享。

近年来，国铁集团郑州局在

对口栾川帮扶工作中，通过无偿

捐赠机车车辆、钢轨、信号机等铁

路元素，先后在栾川县建设 3 个

“铁路小镇”。

“铁路小镇”打造的列车餐

吧、火车头餐厅、列车宾馆、高铁

普铁模拟驾驶体验室等铁路特

色设施和景观小品，辐射带动周

边群众发展农家宾馆和民宿，拓

宽了脱贫群众增收致富渠道，使

村民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生

态饭”。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

乔新强）11月 1日，在鲁山县张良

镇闫洼村，圣农合作社负责人杜飞

飞正在操控着一台履带式“剜姜

机”在姜地里作业。机器过后，拽

住姜秆轻松地往上一拉，一大整块

的张良黄姜就露出了地面。

“以前人工剜姜得用特制的工

具——剜姜铲，速度很慢，还得小

心谨慎，以免把整块姜剜烂。这台

‘剜姜机’效率高，一小时可以剜出

1亩地的姜，相当于20个人工。”杜

飞飞说。

杜飞飞介绍说：“使用‘剜姜

机’作业，前提是种姜时得按照一

定尺寸规格，用器械挖出横平竖直

的地沟，这样收获时‘剜姜机’顺着

地沟走就行了。”

“黄姜收获时很麻烦，一台机

器剜姜，20多个人负责剪姜秆，20

多个人负责运输和把黄姜下窖，整

个收获季节得忙上10多天。”杜飞

飞说。

杜飞飞的合作社目前有2台剜

姜机，除了自己的合作社使用外，

也无偿让其他种姜大户使用。

鲁山县

姜农用上履带式“剜姜机”

农技培训也需要“土专家”

11月3日，在宝丰县肖旗乡裴里村，兆普家庭农场组织当地村民在采摘菊花。今年，该农
场种植北京香菊和东北菊100亩，亩产近2000公斤。 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 王世超 摄

乡村 语新新

栾川县“铁路小镇”项目
入选全球减贫最佳案例

文化赋能文化赋能文化赋能文化赋能 乡村振兴乡村振兴乡村振兴乡村振兴

名家诗词处处有
名家作品看得见
汝阳县黄路村一路儒风雅韵

挖掘传统文化
“古镇”焕发生机
沁阳市北鲁村以文铸魂谋发展

办诗词朗诵会
开阅读分享会

汤阴县部落村书屋文化活动不断

本报讯（记者曹相飞 通讯员

杨道令）“名师教学示范、集中听课

教研、课后研讨交流，充实的活动

内容让师生们收获颇丰.”11 月 6

日，邓州市孟楼镇长乐小学校长孔

令培说。

今年以来，邓州市组织教育、

卫生医疗、农业等领域 123名专家

人才，分行业成立15个专家人才服

务团，开展“团组式”帮扶活动。围

绕乡村种养大户、合作社、学校、卫

生院发展需要，开展课题攻关，进

行技术指导，培育乡村人才，引进

合作项目，帮助农民致富、帮助农

村发展，推动乡村振兴。

在腰店镇黑龙社区，该市农业

专家第一服务团成员向种粮大户

讲解小麦种植过程中环境气候、整

地、选种、播种等各环节注意事项。

在夏集镇卫生院内，该市中医

专家服务团向群众推广中医药文

化、现场交流中医诊疗技术。

截至目前，该市已开展“团组

式”帮扶活动160余次，培育全市各

类乡村人才5700余人次。

“下一步，我们将逐步细化

活动制度，强化过程管理，推动

活动持续深入开展，为乡村各项

事业发展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邓州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说。

邓州市

专家人才“团组式”帮扶助振兴

为普及戏曲文化，惠及众乡邻，近年来，淮滨县三空桥乡、防胡镇民间剧团戏曲艺人
将传统曲剧、豫剧名段呈现给各村村民。图为近日，剧团人员在防胡镇高林村演出前化
装的场景。 王长江 摄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

丰兴汉 郭闪闪 王静）“唐河县妇联

将继续发挥‘联’字优势，推动培训

持证与巩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

中心工作深度融合，让更多女性实

现一技在身、一证在手，助力困难

妇女创业就业。”11月 6日，唐河县

妇联主席宋瑞峰向记者介绍道。

自“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工作

开展以来，唐河县妇联高度重视，

积极行动，充分发挥“联”字优势和

组织优势，针对性地联合相关企

业、职业院校深入乡村，围绕急缺

紧缺工种，结合当地市场需求，扎

实开展育婴、养老、家政服务、电商

等各类“巧媳妇”定向技能培训，促

进妇女高质量就业。

截至目前，唐河县妇联共完成

各类技能培训2058人次，新增技能

人才 519 人次，新增高技能人才

605人，1000余名妇女实现了持证

上岗。

唐河县

为“巧媳妇”定向培训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