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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归欣 张笑闻）11月

10日，2023中原农谷国际种业大会在

郑州开幕。省委书记楼阳生出席，省长

王凯致辞。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马有祥、中国农

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在开幕式上

致辞，亚太种子协会主席曼尼什·帕特

尔视频致辞，省领导陈星、李酌出席。

楼阳生宣布大会开幕，与荷兰皇家

科学与人文学会院士、欧洲植物育种协

会前主席理查德·威萨共同为“国家生

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欧洲研发分中心

暨神农种业实验室与荷兰瓦赫宁根大

学作物育种联合实验室”揭牌。

王凯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他说，

河南是农业大省、粮食生产大省，也是

育种大省和用种大省。近年来，省委、

省政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

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锚定“两个确

保”、深入实施“十大战略”，以前瞻 30

年的眼光想问题、作决策、抓发展，作出

以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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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在种业振兴上彰显河南担

当。将持续推动“农科教”“育繁推”资

源向中原农谷集中布局，积极打造一流

创新平台。聚焦粮食、畜禽等六大领域

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积极选育一流

农业品种。深入实施种企扶优行动，积

极引育一流种业企业。强化人才招引、

金融支持、国际合作，积极构建一流创

新生态。建设中原农谷正当其时，诚挚

欢迎国内外种业企业、科研机构和创新

人才来豫开展科研合作、共谋创新创

业。

马有祥表示，河南是农业大省、种

业大省，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农业用

种安全作出了突出贡献。农业农村部

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种业振兴决策

部署，一如既往支持河南农业发展，在

农业种质资源普查、重大品种推广、重

点企业扶持、种业联合攻关等方面加大

支持力度，助力河南充分发挥自身优

势、做精做优中原农谷，加快打造国际

一流的农业科技和种业创新高地，为实

现国家种业科技自强自立、种源自主可

控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杨振海说，中国农科院将与全国农

业科研单位、种业企业共同努力，进一

步夯实种质资源基础，抓紧补齐基础理

论和共性技术短板，加快培育重大品

种，努力攻克粮食单产提升综合技术，

深化种业科技国际合作，打好种业翻身

仗。将以本次大会为契机，通过共建科

技创新平台、联合培育种业人才等多种

形式，全面深化与河南战略合作，全力

支持河南做强中原农谷、建设农业强

省。

开幕式上，14个项目举行现场签

约。理查德·威萨、中国工程院院士张

新友、中国科学院院士钱前、美国明尼

苏达大学植物育种中心主任雷克斯·贝

纳尔多、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教授何

塞·路易斯·阿劳斯、以色列国家农作物

基因库原主任尼西姆·约纳什在神农种

业国际高峰论坛上发言。

此次大会以“一粒种子促振兴 中

原农谷起高峰”为主题，设有 1个主论

坛、3个分论坛和3场主题活动。两院

院士、海内外专家学者、企业家代表等

800余位嘉宾参加大会。

□本报记者 吴向辉

11月9日至11日，2023中原农谷

国际种业大会隆重举办。

大会围绕种子这一关乎粮食安全

基础，连着“国之大者”的农业“芯”，献

上了一场高端豪华的种业盛宴。

本届大会采取 1+1+3+3的模式

进行，通过开展高端学术交流，展示创

新引领成果，引育种业领军人才，强化

政策金融支持，加快推进中原农谷与

河南现代种业强省建设。

大咖云集大咖云集 论道种业发展论道种业发展

本次大会邀请了农业农村部、中

国农业科学院领导，国内外种业领域

知名院士、专家学者，国际植物新品种

保护联盟、亚太种子协会等协会嘉宾，

国内外优势种企高管及高级研发人

员，金融投融资机构代表等数百余位

嘉宾参加。

在神农种业国际高峰论坛上，荷

兰皇家科学与人文学会院士、欧洲植

物育种协会前主席理查德·威萨，中

国工程院院士张新友、许为钢，中国

科学院院士钱前等，围绕作物、畜禽、

瓜果、花卉、苗木、微生物等种业领域

进行交流探讨，聚焦基因编辑育种、

分子育种等种业前沿科技和理念，研

判种业发展趋势。

理查德·威萨表示，河南有着悠

久的农业历史、丰富的种植经验，当

前，河南越来越重视科技创新赋能种

业发展。通过合作项目的落地实施，

河南今后将会为中国和世界培育出

更多、更好的种子。

钱前说：“中原农谷是河南推动

种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种质资

源是育种创新的基础，只有种业自主

可控，种业科技才能自立自强。”

钱前表示，对于中原农谷而言，

收集、保存、发掘、利用优异种质资

源，在资源库中找到“人才”，探寻革

命性、颠覆性的种质新资源、新基因，

是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关键要素

之一。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记者 赵振杰 马丙宇

“选育的水稻新品种在推广时应注

意什么？”“散穗型与棒穗型对水稻品质

有怎样的影响？”

11月 9日下午 4点多，中原农谷，

一场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原研究中心

主办的优良水稻新品种食味品鉴会刚

结束，新乡市平原示范区原武镇季丰农

业合作社负责人申继锋就拦住了同会

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钱前。

看着求知若渴的申继锋，两人肩并

肩边走边谈，钱前耐心地解答了申继锋

心中多年的疑惑。

钱前告诉申继锋：“原武镇是原阳

大米的核心种植区，中国农业科学院科

研团队一定会为原阳大米品种更新换

代，重振‘天下第一米’的盛景。”

钱前的话，让申继锋这个种植了

20多年水稻的“新型农民”大呼过瘾的

同时也吃下了种水稻的“定心丸”。

钱前与申继锋的相遇源自于中原

农谷建设。

自从中原农谷开建后，中国农业科

学院与河南省政府共同建设中原研究

中心。

“中心将成为中原农谷农业科技重

要的区域创新中心，目前已有 12支科

研团队入驻，开展种业科学、智慧农业、

农业资源保护利用等关键核心技术研

究。”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原研究中心主

任顿宝庆说，“钱前院士就是中原中心

学术顾问。”

钱前，水稻分子遗传学家，中国科学

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

所研究员，现任国家作物种质库主任。

今年水稻种植期，钱前院士团队系

统梳理黄淮地区的水稻新品种，在中原

农谷依托当地种粮大户申继锋，布设了

黄淮海区域 58个新品种的品比试种，

以期选育出高产优质水稻新品种，推动

原阳大米的品牌和产业升级。

“我完全是按照中国农业科学院专

家要求的技术标准种植的，58个水稻

新品种同地同水同肥，每个品种0.1亩

地，品种与品种间还留有0.5米的隔离

带。”申继锋说，“专家们比我还操心，每

周都会来两三趟，观察水稻长势，指导

病虫害防治。”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 （记者马丙宇 实

习生朱欣童）11月11日，第六

届高校院所河南科技成果博

览会（以下简称“高博会”）暨

中原农谷论坛在新乡如期举

行。

此次活动以“扛稳粮食安

全重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

强”为主题，聚焦中原农谷建

设，充分展示中原农谷先进技

术、成果及发展规划，吸引更

多高校院所、科研单位、高层

次人才团队、知名企业广泛参

与，推动涉农科研资源在中原

农谷集聚。

据了解，经前期洽谈对

接，本届高博会共成功达成签

约项目79个，总投资284.2亿

元。其中，活动现场共签约项

目共16个，总投资92.8亿元，

项目涵盖现代农业、种业研发

平台、高端装备制造、绿色食

品、生物医药、现代物流等领

域。

“自2018年以来，新乡已

连续成功举办五届高博会。

高博会的‘朋友圈'越来越广，

‘科技果'越结越多，影响力越

来越大。”新乡市委书记李卫

东表示。

目前，中原农谷“四梁八柱”基本

成型，国家级、省级科研平台加速聚

集，汇聚院士12人，种业高层次人才

300余人，培育新品种120余个。

在中原农谷论坛环节，中国工程

院院士谭建荣、张改平、张新友，河南

省各高校科研院所领导以及全国知名

种业企业负责人，围绕农业科技创新、

成果转化、示范推广和打造种业领域

国家战略科技高地进行分享交流。

“希望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建立

常态化科技交流合作机制，促进科技

界、产业界、学术界以及投资界的专

家代表开展深度对接，共商科技创新

合作，共享科技创新成果，共赢科技

创新发展红利，助推中原农谷建设，

以科技赋能河南省乃至全国的农业

高质量发展。”科技部成果转化促进

司副司长秦浩源说。

本报讯 （记者王侠）11月 10日，

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全面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 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

设河南实践主题系列”首场新闻发布

会，省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聂晓光

介绍，近年来，我省深入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一幅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

乡村振兴壮美画卷正在古老厚重的中

原大地徐徐展开，呈现出“稳、富、强、

美、融”5个鲜明特点。

立足于“稳”，扛稳粮食安全重

任。始终胸怀粮食安全这一“国之大

者”，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上展现新担

当新作为。尤其是克服持续降雨影

响，今年夏粮总产仍达355亿公斤，秋

粮预计产量 300亿公斤以上，粮食产

量有望连续7年稳定在650亿公斤以

上。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8330万亩、

高标准农田示范区292万亩，更多“望

天田”变成了“稳产田、高产田”。

着眼于“富”，发展乡村富民产

业。把产业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重中

之重，牢固树立“大食物观”，做足做活

“土特产”大文章，加快推进“三链同

构”。全省发展优质专用订单小麦

1600万亩，优质花生1900万亩，均位

居全国第一。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业

已发展成万亿级产业，越来越多的“豫

字号”农产品走出国门。

致力于“强”，增强科技创新能

力。推动科技赋能助力乡村全面振

兴，高标准、高起点编制《中原农谷发展

规划（2022—2035年）》，健全完善“1+

1+2+N”政策体系，中原农谷高位起势，

成为带动全省现代农业科技创新“新引

擎”。全省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超

97%，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4.9%、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5个百分点。

聚焦于“美”，加快和美乡村建

设。全部行政村通硬化路、通客车，农

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覆盖所有行

政 村 ，农 村 电 网 供 电 可 靠 率 达 到

99.88%，乡镇和农村热点区域实现

5G网络全覆盖，基础网络规模稳居全

国第一方阵。

贯穿于“融”，推进城乡融合发

展。支持许昌城乡融合共同富裕先行

试验区大胆创新、先行先试，发挥兰

考、鄢陵、新安、南乐、新郑5个国家新

型城镇化建设示范县标杆带动作用，

积极探索城乡融合发展新路径。今年

前三季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3618 元，增长 6.8%，高于城镇居民

2.4个百分点。

本报讯 （记者杨利伟）11月8日，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党组副书记、省委

农办常务副主任、省乡村振兴局常务

副局长黎明一行 17人赴我省考察学

习乡村建设工作，省委农办副主任、省

农业农村厅副厅长赵耕，农村社会事

业促进处处长张俊杰陪同考察。

考察组先后来到我省第一批乡村

建设示范县——新乡县七里营镇杨堤

村、翟坡镇东大阳堤村，实地察看道路

建设、污水管网改造、自来水管网铺

设、房屋改造等项目，并与部分镇村干

部进行交流，详细了解村庄规划、资金

投入、群众参与建设等乡村建设情

况。张俊杰向考察组详细介绍了我省

以“千万工程”经验理念为引领，村庄

提升以“五星”支部创建要求为标准，

坚持高位推进、点面结合、示范创建，

扎实推进乡村建设、助力乡村全面振

兴的经验做法。

黎明对我省乡村建设的做法和成

效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我省乡村建设

与浙江“千万工程”一脉相承，是值得

复制推广的好模式、好经验、好做法，

表示将及时向广东省委、省政府汇报，

借鉴河南乡村建设顶层设计等经验模

式，加快推进广东省乡村建设，助力乡

村振兴走深走实。

本报讯 （记者李鹏）“这些烈士年纪轻

轻就为革命牺牲了，大部分只有 20多岁，

作为一个老兵，守护烈士墓是我的责任。”

11 月 12 日，2023 年第三季度“中国好人

榜”发布仪式暨全国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

现场交流活动在河北省沧州市举办，55年

如一日义务守护、清扫红军烈士陵墓的志

愿军老兵、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文殊乡花

山村村民王茂贵的发言赢得了阵阵掌声。

经各地推荐、网友点赞评议和专家评

审等环节，当天，共有 150人（组）助人为

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

亲身边好人入选2023年第三季度“中国好

人榜”，河南省共有7人上榜。

据了解，在河南上榜好人中，除了王茂

贵外，还有患癌勇士、坚持 17年义务抢险

救援的孟州市应急救援协会会长刘朝勃；

15年义务救援的开封市蓝天救援队队长

张海祥；徒手破冰救起 3名落水孩童的新

郑市外卖员刘玉清；在黄河激流中勇救落

水少年的台前县清水河乡南葛村村民孙泽

兵；15年专注传统工艺的临颍县油坊陈村

村民陈庆伟；精心照顾瘫痪丈夫25年的内

乡县赤眉镇东北川村村民王小女。

一粒种子促振兴 中原农谷起高峰

2023中原农谷国际种业大会在郑州开幕
楼阳生出席 王凯致辞

··日志日志

院士与农民的农谷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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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芯”驱动 建设农业强省
——2023中原农谷国际种业大会侧记

河南这样筑牢乡村振兴梦

河南乡村建设走出有效路径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来我省示范县考察学习

2023年第三季度“中国好人榜”发布

河南7人上榜

本报讯 （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孙
姝钰 陈思远 刘剑飞）11月12日上午，

“山水人家在西峡 菌果药旅誉华夏”

2023 西峡农文旅推介会在北京举

行，通过沉浸式体验、开放式推介，集

中展示西峡县香菇产业、猕猴桃产业、

中药材产业、文旅产业发展成果，让中

外宾客近距离领略“水墨龙乡生态西

峡”的独特魅力。

此次推介会由西峡县委、县政府

主办，南阳市驻京政策研究暨招商合

作发展中心协办。推介会上发布了3

条西峡特色旅游线路，并对5A景区老

界岭、恐龙遗迹园进行了推介，西峡县

县长杨明雪介绍了西峡经济社会发展

情况；北京福来咨询董事长、中国人民

大学品牌农业课题组组长娄向鹏解读

了西峡城市 IP和香菇品牌；西峡县委

书记马俊发布了西峡城市 IP、香菇品

牌。现场还举行了云游西峡平台上线

启动仪式。首望“720飞船”科技文旅、

年加工 5000吨黄精丸及黄精饮品生

产线建设、省部共建国家级（西峡）食用

菌产地交易市场建设等6个项目现场

签约，文创及农特产品展同步举行。

近年来，北京市通过政府推动，引

导企业、动员社会各界对南阳市全面

开展对口协作，促成了一大批项目落

地实施。西峡县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

程核心水源涵养区，承接了食用菌科

研中心、猕猴桃小镇、中药材产业生态

经济示范区等一系列重大利好项目，

有力促进了水源地水质保护、民生改

善和转型发展。

西峡农文旅产品亮相北京

11月12日，在洛宁县下峪镇七孔桥写生基地，外地学生正在绘画创作。近年来，下
峪镇依靠自然环境和人文资源，打造集研学旅行、美术集训、摄影采风等于一体的旅游服
务平台，形成以旅游写生带动多业联动、多业融合的乡村旅游新业态。

本报记者 黄红立 通讯员 李峰 摄

11月10日，各类蔬菜亮相2023中原农谷国际种业大会。本报记者 吴向辉 摄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南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