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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向辉

河南作为农业大省、粮食大省，近年

来深入推进“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实现了从“国人粮仓”到“国人厨房”再到

“世人餐桌”跨越三部曲。近年来，河南

在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扛稳粮食安全重

任的同时，着力培养优势特色农业，做大

做强国家级特色农产品优势区，河南特

色农业发展又稳又快。

牢牢扛稳粮食安全重任

河南坚定抓好粮食安全是头等大

事，推动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迈上新台

阶。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积极

对接国家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

动，抓住耕地和种子两个要害，粮食产量

连续 7年超 1300亿斤，小麦单产、总产

稳居全国第一。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

制度，粮食播种面积持续稳定在1.61亿

亩以上，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 8330 万

亩，让更多“靠天田”变成了“高产田”。

今年，河南积极对接国家新一轮千亿斤

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加快高标准农田建

设，在全国率先探索“投融建运管”一体

化模式，535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工程进度达 55%，400万亩示范区项目

已全部完成项目初步设计、开工在建面

积超过140万亩。到“十四五”末要建成

1500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区，目前已建

成 292 万亩，推广良田、良种、良法、良

机、良制“五良”配套融合，预计可增加粮

食产能 33亿斤以上，力争到 2025年粮

食产能跨上1400亿斤新台阶。

今年，河南省遭遇与夏粮成熟期高

度重合的连阴雨和秋粮收获期的绵绵秋

雨，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全省上

下攻坚克难、抗灾保粮，奋力实现了夏粮

产量710.02亿斤，仍处于历史高位水平，

秋粮增产夺丰收行动效果明显，秋粮产

量预计超 600亿斤，全年粮食总产预计

将继续保持在1300亿斤高位以上。

重要农产品供给有力有效。我省认

真落实生猪产能调控，实施肉牛奶牛产

业发展行动计划，加快羊产业高质量发

展，今年前三季度，全省肉蛋奶总产量

867万吨，生猪存栏 4083.45万头，同比

增长0.3%。压实属地责任，大力发展现

代设施农业，蔬菜瓜果等经济作物生产

形势保持稳中有增，前三季度，全省蔬菜

及食用菌产量增长2.4%，瓜果类产量增

长0.3%。全省油料作物生产平稳，花生

种植面积、单产有望实现新的增加，夏收

油菜籽45.78万吨，预计全年油料总产达

到680万吨。

特色产业发展取得新成效

河南坚定抓好乡村产业振兴，推动

农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做足做活

“土特产”这篇大文章，建设十大优势特

色农产品基地，实施万亿级绿色食品产

业集群培育行动，发展小麦、生猪、肉牛、

食用菌、中药材等 20 个优势特色产业

链。不断强龙头、补链条、兴业态、树品

牌，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被认定全

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632个、居全国第二

位，累计创建7个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

群，构建12个国家级、100个省级、274个

市级、278个县级现代农业产业园体系，

建设92个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8个全国

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4495个，在稳定牧原、双汇、三全、思

念等行业旗舰优势的基础上，又培育出蜜

雪冰城、卫龙、千味央厨、金丹科技等一大

批新锐企业，持续巩固了农产品加工业作

为全省两个万亿级产业之一的支柱地

位。推广“原料基地+中央厨房+物流配

送”等产业模式，打造全国重要的预制菜

生产基地，产业规模达到150亿元，方便

酸辣粉市场份额占全国80%以上。植物

工厂、认养农业、AI农业等新业态百花齐

放，休闲农业经营收入和乡村旅游人数基

本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

数据显示，河南优势特色农业产值占

比达57.8%，肉、蛋、奶、蔬菜、食用菌等重

要农产品产量连续多年稳居全国前列。

做强特色农业，河南根基稳固。全省

优质专用小麦已发展到1600万亩以上，

油料种植面积2400万亩，其中优质花生

种植面积1900万亩以上，面积占全国的

1/4，产量占全国的 1/3，均居全国第一

位；蔬菜面积、产量分别为2637.11万亩、

7428.99万吨，分别居全国第一、第二位；

食用菌产量达到178.16万吨，占全国总

产量的13%，连续多年居全国第一位；中

药材种植面积、产量均居全国前三。

特色农业产业跑出“加速度”

近年来，为加快建设农业强省，河南

省相继出台《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

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强省

的意见》等文件，明确农业产业发展目

标、主要任务，并出台相关优惠扶持政

策。《河南省肉牛奶牛产业发展行动计

划》《河南省加快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意见》《河南省酒业振兴发展行动方案

（2022—2025年）》等文件的印发，更是

加快了相关农业产业转型升级、跑出“加

速度”的进程。

河南省特色农业呈现出区域布局更

加合理、技术支撑不断增强、产业链条延

伸增效、质量安全有保障的特点。

大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特色农业生产不断向优势产区集中。花

生形成了沿黄及黄河故道优质大果花生

区和豫南豫西豫西南优质小果花生区两

大优势区。芝麻形成了豫东至豫西南一

线优质白芝麻产业带。近60%的蔬菜集

中在周口、商丘、南阳、开封、信阳 5个

市，形成了豫北日光温室、豫南塑料大

棚、豫东温室大棚等设施蔬菜基地和豫

西越夏等一批特色露地蔬菜基地。食用

菌形成了伏牛山木腐菌优势产区和豫东

豫北草腐菌两大优势产区。茶叶形成了

豫南大别山、桐柏山优质茶叶生产基地

和以郑州为中心的全国茶叶销售市场。

中药材形成了怀药道地药材产区、太行

山道地药材产区、伏牛山道地药材产区、

大别山道地药材产区、黄淮海平原道地

药材产区五大优势产区。

通过强化种子资源创新利用，育种

取得较大突破。花生和芝麻、十字花科

蔬菜和韭菜、桃和猕猴桃育种与新品种

推广均居全国领先地位。育成高油酸花

生品种 17个，高油花生品种 11个，“双

低”油菜品种 10 个，纯白芝麻品种 28

个。蔬菜一代杂交种利用率达 70%以

上，良种覆盖率稳定在95%以上。育成

和推广水果新品种近 100个、西甜瓜新

品种近 50个，品类更加丰富，早中晚熟

品种结构更加优化。食用菌育成和推广

优良品种30多个，优良品种使用率大幅

提升。示范推广了机械化起垄种植、设

施栽培、工厂化育苗、矮砧集约栽培、水

肥一体化、病虫害绿色防控等一大批绿

色高质高效技术模式。花生综合机械化

率达到80%，居全国领先水平。

产业链条不断由一产向二产三产延

伸。油料产业形成了以驻马店、信阳、南

阳、周口等市为主的油品生产加工区，研

发了冷榨花生油、芝麻油、双低菜籽油以

及花生芝麻系列食品，并拓展了油菜景

观、菜用、饲用等多功能利用。蔬菜产业

推广连锁超市、直供直销、网上配送、互

联网+等新型流通方式，全省拥有阿里巴

巴、京东商城等电商平台20多家，有近2

万个网店开展涉农电商业务。茶产业多

品类生产，茶食品、茶饮料、茶日用品、茶

医药化工产品的开发取得积极进展，茶

旅融合发展初步形成。

加快推进标准化生产，推动产品质

量管控和追溯体系建设。河南累计制

（修）订省级地方标准 481 项，认证（登

记）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

标志2433个，正在创建全国绿色食品标

准化生产基地48个。建设省级“三品一

标”示范基地85个，培育了正阳花生、平

舆芝麻、扶沟蔬菜、杞县大蒜、灵宝苹果、

夏邑西瓜、西峡香菇、信阳毛尖等区域公

用品牌和一批企业品牌、产品品牌。

从特色农业大省，到特色农业强省，

河南将持续深挖特色农产品资源优势，

以加工业为核心引领延链聚链，以品牌

建设带动价值提升，以平台载体建设融

链强链，加快优势特色农业的发展，以优

势特色产业引领农业提质增效。

□本报记者 李萌萌 通讯员 黄伟

和美乡村在鹤壁市淇滨区是什么样

子？走进淇滨区上峪乡桑园村，《诗经》

中“淇水汤汤，渐车帷裳”的绝美风光在

眼前呈现：蜿蜒流过的淇河、青砖灰瓦的

仿古建筑、古朴雅致的农家小院……勾

画出的美景令人沉醉。

近年来，淇滨区立足自然资源优势、

历史人文资源优势和交通四通八达的

“三位一体”区位优势，聚焦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和乡村建设的重点工作，推进田

园采摘、艺术研学、特色民宿等文旅融合

项目建设，强化“人钱督”保障，健全工作

机制，全域综合治理，打造“东优、中强、

西美”三足鼎立发展新格局，累计创建全

国文明村镇3个、省级文明村镇5个、省

级“千万工程”示范村21个、“五美庭院”

1200余户，农村面貌焕然一新。

“以乡村旅游为牵引，建设和美乡

村、保护传统村落、传承历史文脉，让有

特点、有文化、有山水、有乡愁的村‘活’

起来、‘火’起来。”淇滨区农业农村局党

组书记、局长董长江说。

激活机制 希望田野织锦绣

“岗坡村量体裁衣绘制村庄发展规

划图，闯出了一条利用涧水坡地发展

‘特色种植+乡村旅游’的新路径，村集

体经济从2018年的零收入发展到2021

年的百万元。”11月 30日，钜桥镇负责

人指着眼前的“乡村新图”如数家珍。

徽派农房、火锅山庄、假山飞瀑、星空露

营……以岗坡村为中心的龙岗乡村振

兴示范带被国家乡村振兴局列入全国

22个典型案例在全国推广。

只有好的乡村环境，乡村旅游才能

长远。

走进钜桥镇岗坡村，各家各户门前

都有两个垃圾桶，蓝色的上面标注着干

垃圾，绿色的则写着湿垃圾。岗坡村投

资 29万元和一家公司达成了协议，分

类处理垃圾。目前村里的干垃圾打包

后运至附近的垃圾中转站处理，而湿垃

圾则由运营公司打包统一收集，处理完

之后就成了化肥再返给村里。

这一湿一干，曾经是个难事。

今年以来，淇滨区根据《淇滨区

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

实施方案》《淇滨区2023年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提升的实施方案》要求，对辖区2

乡2镇6个街道91个行政村（社区），城

中村对标城市社区，提升整治标准；近郊

村，立足城乡融合，重点推进基础环境治

理；西部山区村，立足优势，多层次、多维

度整治提升，打造一村一特色，千村千面

貌，形成了沿淇河休闲旅游和龙岗生态

农业等2个乡村振兴示范带，全区所有

行政村实现了“户分类、村收集、乡清运、

区处理”的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模式。

布全局重在聚焦，抓关键实现嬗

变。

淇滨区坚持“1+N”聚合机制，“1”即

坚持党建引领“生态宜居星”创建，“N”即

整合美丽乡村、乡村振兴PPP项目示范

村、乡村绿化、四化供水、交通提标等项目

资金，改善基础设施，优化农村环境。实

行“1182”工作机制，即召开“1”次会议，

签订“1”个协议，明确“8”项责任，制定“2”

项保障措施，最终实现降成本、提质量，人

人动手、户户行动的乡风文明、社会治理

新气象，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强化责任 同心共筑新家园

一村一落皆成景，人居环境蝶变绽

新颜。

九门相照的石头房，移步换景的古

街巷，房前屋后花草缤纷，清风拂面流

水潺潺，美食飘香、工艺品琳琅满目，走

进桑园村，整洁美丽、和谐宜居的新风

貌扑面而来，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

感变得实实在在。

这是淇滨区在和美乡村建设中强

化“人钱督”保障的一个缩影。

强化“人”的保障，加强组织领导。

淇滨区在坚持党政“一把手”亲自抓、

“三级书记”一起抓的基础上，专门成立

了由区委分管负责同志任组长、区政府

分管负责同志任副组长、区直有关部门

负责同志为成员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工作专班，专班下设办公室，并抽调精

干力量，集中办公。各乡镇（街道）均成

立专门机构，安排专人、集中办公。发

动党员干部职工、驻村第一书记、驻村

工作队和联系单位的力量，充分调动广

大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带动广大群众自

觉参与和支持整治工作。全面实施清

单制、积分制，提高村民维护村庄环境

卫生的主人翁意识，确保人居环境整治

提升工作顺利开展。

强化“钱”的保障，加大资金投入。

充分结合投资约2250万元的 9个美丽

乡村建设、投资约1.7亿元的18个乡村

振兴PPP项目村建设、投资约1200万元

的5个村6个园区数字乡村建设，既补齐

了农村基础设施和新基建短板，又壮大

了农村产业，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常

态化、长效化提供了资金保障和数字化

管理平台。在积极争取上级项目资金的

基础上，采取“区财政投资一部分、镇（街

道）村（社区）筹措一部分、社会捐助一部

分、群众集资一部分”的筹资模式，今年

以来，通过整合各级财政资金19612.96

万元，增加乡镇（街道）村（社区）投入。

强化“督”的保障，严格督导考评。

实行周督导、月通报、季观摩制度，适时

采取乡镇（街道）推磨互查、集中督查、

问题整改“回头看”的方式，对整治成效

明显的乡镇（街道）、村进行通报表扬，

区财政拿出1100万元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专项资金进行奖补；对进展较慢、效

果不明显的通报批评，对组织不力、脏

乱差问题突出、群众反映强烈的依规依

纪依法严肃追责问责。

乡村建设满目新景，淇滨区在风貌

上留住神、在环境上留住人、在发展上

留住根，高质量打造了各具特色的现代

版“富春山居图”。

数字赋能 腾“云”驾“物”迎面来

“数字化改革应用到农业领域，不

仅教会农户‘怎么种’，还教会他们‘种

什么’，‘云’上农业变得更智农。”淇滨

区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主任李卫强

说，淇滨区 2020年成功入选国家数字

乡村试点，一场“数字化”乡村变革正在

淇滨大地进行。

今年，淇滨区在首批国家数字乡村

试点完成情况终期评估中，荣获全国综

合排名第七名（中部地区第一名）的优

异成绩，淇滨区被评为全国县域农业农

村信息化发展先进县。

小型气象站、红外高清摄像头、太

阳能杀虫灯、雨量监测站、土壤墒情监

测站、风速风向传感器、光照辐射传感

器……岗坡村蒋冬芹的脱毒红薯大棚

内，一台台数字化设备有一个非常洋气

的名字——数字农业宝盒。

淇滨区坚持以建设全国首批数字

乡村试点为“旗”，持续加大数字基础设

施建设和数字化应用力度，全区农村数

字基础设施实现全覆盖。

率先开展“一村N园”数字应用场

景建设，抢占数字化乡村建设新高地。

加快农村宽带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农村

家庭宽带升级。逐步将城市便民化服

务向农村延伸，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

普惠化、便捷化水平。

2022年，建成淇滨区数字乡村综合

服务平台，完成区、乡两级数字乡村运营

服务中心及20个数字乡村标准版、50个

数字乡村基础版建设，形成一套可复制、

可推广的淇滨经验，为全国数字乡村标

准化建设提供参考样板和实践经验。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各美其美、美

美与共的乡村，是基础设施完善、治理有

序的乡村，是产业发展多元化、农民生活

有奔头的乡村，是精神文明焕发新气象

的乡村，也是蕴藏勃勃生机、无限希望的

乡村。如今，在淇滨大地上，全区上下在

打造美好环境上下实功、在创造幸福生

活上出实绩、在培育乡风文明上出实招，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努力绘就宜

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卷，为鹤壁市和美

乡村建设贡献淇滨力量。

深耕沃野绘蓝图
——鹤壁市淇滨区和美乡村建设巡礼

豫农优品天下行豫农优品天下行 （（（（2023202320232023····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乡村振兴 农村版

淇滨区桑园小镇淇滨区桑园小镇 叶蔚叶蔚 摄摄 白龙庙夜景 魏黎欣 摄

◀淇滨区钜桥镇数字
乡村运营中心 徐泽俊 摄

河南畜牧业

2022年，全省牧业产值2832.3亿元；全省肉蛋奶总产量1333万
吨，占全国总量的1/12；

其中肉产量659万吨，占全国的7.1%，居全国第三位；
禽蛋产量456万吨，占全国的13.2%，居全国第一位；
奶产量218万吨，居全国第七位。
全省生猪存栏4260.52万头，居全国第一位；生猪出栏5919万

头，居全国第三位。
羊存栏2030万只，居全国第四位；出栏2371万只，居全国第四位。
家禽存栏7.1亿只，居全国第二位；出栏11.6亿只，居全国第三位；
牛存栏 400.7万头，居全国第十一位；出栏 243.5万头，居全

国第十位。

河南奶业

河南是新兴的奶业大省，2022年全省奶牛存栏40.73万头，居全
国第十位；牛奶产量213.17万吨，居全国第七位。

河南经济作物

河南油料面积、产量分别为2406.55万亩、657.28万吨，分别居
全国第二、第一位；

花生面积、产量分别为1939.39万亩、588.21万吨，面积占全国
的1/4，产量占全国的1/3，均居全国第一位；

蔬菜面积、产量分别为2637.11万亩、7428.99万吨，分别居全
国第一、第二位；

食用菌产量达到178.16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13%，连续多年居
全国第一位；

中药材种植面积、产量分别为550万亩、190万吨，均位居全国前三；
西瓜甜瓜面积、产量分别为405.24万亩、1423.34万吨，居全国

前列。

河南水产

河南渔业利用水面278919公顷，其中养殖面积124961公顷；
水产品总产量99.8万吨、水产品加工总量19384吨、渔业经济总

产值223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