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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董豪杰

寒冬时节，傲雪盛开的蜡梅花、已

枯萎的玫瑰花，在一番提炼下，留住芳

香；万木成林、林成园，美丽的花木变身

生态美景……

12月 4日，本报“乡村行 看振兴”

报道组走进鄢陵县，副主编李桂云就当

地优势产业如何转型升级采访了鄢陵

县委书记李亚强。

李桂云：花木产业是鄢陵县一张亮

丽的名片，响彻全国的“花都”鄢陵，美

在哪里？

李亚强：鄢陵地势平坦，土壤肥沃，

气候温和，雨水充沛，花木种植历史悠

久，自古就是南花北移、北花南迁的天

然驯化基地。当地花木培植始于唐代，

盛于明清，距今已有1400多年历史。

目前，鄢陵县花木种植面积约 52

万亩，2400多个品种，花木相关专业村

122个，专业户、重点户 1.1万户，从业

人员 21万人，注册登记各级各类花木

企业、合作社等1572家。目前，鄢陵县

建成金地园艺场、乔磊园林、冬景园林

等花木精品园 11家，产品销售覆盖全

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年产值达

130亿元，花木主产区农民人均纯收入

3.38万元，是全国花卉生产示范基地、

全国重点花卉市场和全国最大的花木

销售集散地。

以花为媒，历经二十多年发展，花

博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较大影响力，

集花木产品交易、生产技术交流、经营

理念探索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性盛

会，成为鄢陵人民献给全世界的一张

熠熠生辉的“生态名片”，为促进全国

花木产业高质量发展进行了有益探索

和实践。

李桂云：回头看，鄢陵县花木产业

优势突出，面向未来，产业升级正当

时。目前，鄢陵县花木产业转型升级难

点、痛点在哪儿？

李亚强：近年来，鄢陵县花木产业

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依然面临不少

挑战。

从外部来看，随着近年来耕地“两

非”整治的深入实施，加之房地产深度

调控、清苗恐慌性抛售冲击、全国范围

市政绿化市场萎缩等因素叠加，导致花

木价格及销量下跌严重、部分花农信心

受挫。

就产业发展水平而言，散户花农种

植仍占较大比重，多以传统“种树”为

主，绿化类苗木多，观赏性花卉品种少，

地栽苗多、容器苗少，园艺资材配套生

产企业缺位，盆景盆花、造型树、切枝切

花发展跟不上市场变化，规模化、标准

化种植和现代化管理水平较低，缺乏有

核心竞争力的产品和有影响力的地理

标志品牌，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不强，

产业转型升级亟待加速。

李桂云：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全力

把花卉苗木这篇文章做大做强，既是产

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鄢陵县擦亮

“招牌”的关键举措。鄢陵县有哪些经

验？

李亚强：面向未来，鄢陵县花木产

业不单单追求速度、数量，更注重发展

质量和发展潜力。

近年来，鄢陵积极推进花木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科学调整产业布局，加大

科技研发创新，促进花木产业提档升

级，让“政产学研用”联动发展，从卖花

木向卖风景、卖生态转变，实现从绿色

林海到林海花田融合辉映的惊艳蜕变，

从“花乡花都”到休闲天堂、养生福地的

根本转换。

通过推动从种花木、卖花木向造生

态、卖生态的转型，鄢陵县实现了“花

木+会展”“花木+旅游”“花木+康养”的

多业态同频共振、融合发展的新态势，

先后建成6个国家4A级旅游景区以及

30多个特色景点，年旅游综合收入稳

定在30亿元左右，获得“中国最佳乡村

旅游目的地”和“全国全域旅游示范县

创建单位”称号。

立足康养产业发展定位，深入对

接“郑许一体化”战略，充分利用生态、

区位、文化和长寿之乡等优势，全力打

造国际知名、国内领先、中原一流的

“国家健康养老示范区”，先后两次举

办“鄢陵国际康养峰会”，打响了康养

品牌。

以组织化手段推动花木产业市场

化转型，是鄢陵县为产业升级开出的一

剂“良方”，鄢陵县充分发挥政府引导作

用，规划编制《花木产业转型升级发展

规划（2023—2030）》，围绕花木产业，

聚焦打造 11条完整产业链，凝聚市、

县、镇、村和行业协会等各方力量建强

工作专班，重规划、强科技、育龙头、厚

支撑，探索出了一条鄢陵县产业转型升

级的新路子。

在培育龙头企业过程中，鄢陵县成

立产业转型发展基金，同时强化科技赋

能，与科研院所、专家团队开展深度合

作，采取“一对一”“多对一”等形式，全

面加强与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合作，

谋划建设产业学院、实验室、工程技术

中心等科研转化平台，不断提升创新驱

动能力水平。

未来，鄢陵县将始终置身全国生态

文明建设大局，瞄准市场，加快产业升

级、产品提质、产能提效，为全县花木产

业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持续做好高质

量发展的新时代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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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木经济能为鄢陵带来什么？

本报讯（记者王侠）12 月 16 日，

记者从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获

悉，经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对河

南夏粮、秋粮产量抽样调查样本实割

实测和播种面积遥感监测，并报国家

统计局核准，2023 年河南粮食产量

1324.9亿斤，居全国第二，连续 7年稳

定在1300亿斤以上。同时，河南秋粮

产量增速居粮食主产省第一，创历史

新高。

作为“中原粮仓”，河南始终把抓好

粮食生产摆在首位，省委、省政府坚决

贯彻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要求，持续

深入推进“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攻坚克难稳面积，千方百计提单产，突

出抓好防灾抗灾减灾，加大政策支持力

度，不断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确保

平时产得出、供得足，极端情况下顶得

上、靠得住。

具体来看，我省全年粮食生产呈现

出以下特点：

粮食播种面积稳中略增。全年粮

食播种面积为16177.9万亩，比上年增

加10.4万亩。夏粮播种面积8531.1万

亩，比上年增加5.5万亩。其中：小麦播

种面积8529.1万亩，比上年增加5.4万

亩。秋粮播种面积为 7646.8 万亩，比

上年增加4.9万亩。其中：玉米播种面

积为 5796.6 万亩，比上年增加 10.3 万

亩；大豆播种面积 571.2 万亩，比上年

增加25.9万亩，增长4.7%。

夏粮单产有所下降、秋粮单产保

持增长。2023年，我省因连续阴雨天

气造成部分地区早熟小麦萌动发芽、

灌浆期小麦光照不足千粒重下降，夏

粮单产下降明显。秋粮生产期间，我

省积极开展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

推广“良种+良法”高产技术，气候总

体较好，雨水调和、光热充足，利于作

物生长发育和产量形成，玉米、水稻、

大豆均实现增产。全年粮食单产为

409.5公斤/亩，比上年减少 10.5公斤/

亩。夏粮单产为 416.1 公斤/亩，比上

年减少31.1公斤/亩；比全国夏粮平均

单产多50.1公斤/亩。其中：小麦单产

为 416.2 公斤/亩，比上年减少 31.1 公

斤/亩。秋粮单产为 402 公斤/亩，比

上年增产12.6公斤/亩；比全国秋粮平

均单产多 5.7 公斤/亩。其中：玉米单

产为 408.1 公斤/亩，比上年增产 14.9

公斤/亩；水稻单产为 540.8 公斤/亩，

比上年增产 9.9 公斤/亩；大豆单产为

162.3 公斤/亩，比上年增产 6.7 公斤/

亩。

全年粮食减产整体有限。2023

年，我省粮食生产克服不良气候影响，

紧盯“割、晒、保、收”等关键环节，全省

统筹，综合施策，实现了应收尽收，把不

良气候对粮食生产的影响降至最低，夏

粮减产有限，秋粮产量实现新突破。全

年粮食产量持续稳定在 1300 亿斤以

上，达到1324.9亿斤，比上年减产33.0

亿斤。夏粮产量710亿斤，比上年减产

52.6亿斤。其中：小麦比上年减产52.6

亿斤。秋粮产量614.8亿斤，比上年增

产 19.6 亿斤。其中：玉米比上年增产

18.1亿斤，增长4.0%；大豆比上年增产

1.6亿斤，增长9.2%。

2023年河南粮食总产量1324.9亿斤
总产量连续7年超1300亿斤秋粮产量增速创新高

本报讯（记者吴向辉）12 月 16

日，豫农优品天下行启动仪式暨上海

展销活动在沪举行。

副省长李酌出席并讲话。

豫沪两地农业产业发展关联度

高、互补性强。李酌表示，活动首站在

上海举行，希望用“豫农优品”这张名

片，持续深化豫沪农业领域合作，积极

探索“上海市场+河南产品”“上海科

技+河南农业”“上海资金+河南资源”

等基于优势互补的交流，推动河南“大

粮仓”“大厨房”“大餐桌”全面对接“大

上海”“大市场”。

李酌强调，要注重品牌建设，始终

坚持创新和卓越品质，秉持绿色发展

理念，聚力打造“豫农优品”区域公用

品牌。要注重文化赋能，用活用好河

南丰厚的文化资源，将文化资源和历

史资源转化为品牌资产。要注重渠道

建设，坚持线上线下联动，为“豫农优

品”品牌持续赋能。要注重市场推广，

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为重

点，常态化开展“豫农优品”推介活动，

积极开拓国内市场；以“抱团闯市场”

“组团出海”等方式，提升“豫农优品”

品牌国际竞争力。

本报讯（记者黄华）12月 14日

至 16日，由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

展中心、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应

用技术大学（学院）联盟主办，驻马店

市人民政府、黄淮学院承办的第十届

产教融合发展战略国际论坛在驻马

店举行。

本届论坛以“建设教育强国培

养支撑现代化建设的应用型人才

——应用型高校转型十年与未来展

望”为主题，紧扣党的二十大报告要

求，围绕现代化强国建设人才支撑

需要，构建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推

进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协调发

展，推动普职融通、产教融合、科教

融汇。

“论坛与城市在‘共同成长’中不

懈探索、在‘双向奔赴’中相互成就，

科技创新、产教融合已成为全市 1.5

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时代强音，形成

了教育和产业统筹融合、良性互动的

发展格局，筑牢了推动农业大市向农

业强市和新型工业化城市迈进、人口

大市向人力资源大市蝶变的坚实支

撑。我们将以本届论坛的举行为契

机，进一步深化校政企协同育人新模

式、构筑产科教深度融合新格局，努

力培养更多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

为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现代化河南

贡献更多驻马店力量。”驻马店市市

长李跃勇说。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 刘亚鑫）12

月 15日，2023 年全国小麦产业发展

大会在新乡市召开。

当天，会议鉴评发布了2023年优

质专用小麦品质鉴评结果。“谷神麦

19”“瑞华麦598”“济麦44”等12个优

秀小麦品种荣获 2023年全国小麦产

业发展大会专家品质鉴评活动（优质

强筋）金奖。

会上，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研究员胡学旭、中粮粮谷中心经理张肖

肖、全国农技中心种业监测处处长张力

科等专家学者和业界人士分别作专题

报告，河南九圣禾新科种业和洛阳市中

垦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作典型发言。

近年来，河南省积极发展优质专用

小麦，大力推行专种、专收、专储、专用，

优质专用小麦发展到1700万亩以上，

一大批国内外知名面制品加工企业在

河南建立优质原粮基地，有效推动小麦

产加销一体化发展。2022年，河南粮

食产业经济总产值突破3000亿元，面

粉、面制品生产能力均居全国第一。

新乡市紧紧围绕中原农谷发展定

位，结合 5个县（区）自然资源禀赋和

农田基础条件，打造小麦、玉米、花生、

大豆良种繁育基地和生产基地，构建

中原农谷“一核三区”不同区域特色的

高标准农田示范区，着力打造一批集

良种繁育、粮食生产等多功能于一体

的复合式高标准农田示范区。

当天，全国优质专用小麦产业联

盟成员单位还与多家面粉加工企业签

订采购订单，总量达300万吨以上。

本报讯（记者李梦露）12 月 15

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安阳、鹤壁、新

乡、焦作、濮阳市卫河保护条例》（以下

简称《条例》）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

《条例》的制定过程和有关内容。

《条例》指的是《安阳市卫河保护

条例》《鹤壁市卫河保护条例》《新乡市

卫河保护条例》《焦作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卫河（大沙河）协

同保护的决定》《濮阳市卫河保护条

例》，于11月 30日经省十四届人大常

委会第六次会议审查批准，将于2024

年5月1日起同步实施。

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

新民介绍，为推进卫河流域共管共治

共赢发展，《条例》的制定打破了行政

区域概念，不论上下游，不讲左右岸，

由省人大常委会统一部署，安阳、鹤

壁、新乡、焦作、濮阳市五市人大常委

会协同立法，是我省在协同立法领域

的首次尝试。

贯彻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开展区

域协同立法，可以在不同区域构建相

对统一的制度规范、法治环境，有助于

解决跨区域治理难题。

针对卫河流域生态保护和灾害防

治方面的突出问题，《条例》的内容既

求同存异，又和而不同。

各市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差异性问

题有针对性地制定一些特色条款。

“比如，为了有效防治水灾害，新

乡市针对卫河穿城而过的特点，对涉

及河道保护的城镇建设项目及其用地

作出规范，鹤壁市强化辖区的蓄滞洪

区汛前管理。”王新民介绍，濮阳市人

大常委会针对境内卫河流域地下水漏

斗区超采严重问题，专门规定一章水

资源利用，加强水网体系建设，合理利

用水资源；五市还分别根据本地实际

丰富了水文化传承的内容。

据了解，卫河流域协同立法是我

省健全区域协调发展机制的一次积极

探索，填补了我省在协同立法方面的

空白，进一步丰富了立法形式。

本报讯（记者李梦露）12 月 15

日，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河南

省开发区高质量发展促进条例》（以下

简称《条例》）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条例》已于11月 30日经省十四届人

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将于

2024年3月1日起正式实施。

“开发区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是

经济建设的主阵地、主战场、主引擎。”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公乐介绍，

2021年以来，省委把开发区改革摆在

全省全面深化改革大局中来统筹谋划

和系统推进，现在全省共有 184家开

发区，就业人数超过500万人，工业增

加值、工业投资、工业利润等，分别占

全省总量的60%以上，开发区已经成

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和

市县经济的重要增长极。

对于《条例》制定的意义，李公乐

解释，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特别

是近几年我省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不

断深化，亟须制定一部新的条例，来贯

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关于开发区改革

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以立法形式将

改革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固化下来，破

解开发区改革发展瓶颈，解决开发区

发展中的体制机制、要素保障等问题，

以法治引领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方面，《条例》支持开

发区优化创新生态，推进创新平台建

设，合理布局主导产业，推动产业转型

升级，培育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

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改革创新

方面，《条例》将通过立法引领推动开

发区不断进行探索试验和改革创新，

推动开发区有序剥离社会事务，聚焦

主责主业，构建权责清晰的开发区管

理体制和高效运转的运行机制。

新华社北京 12月 16日电 中央气象

台 16日发布低温黄色预警，这是今冬中

央气象台发布的首个低温预警。受寒潮

和后续冷空气影响，未来一周，我国大部

地区气温将持续偏低。

预计 16日 14时至 19日 14时，新疆

北部、西北地区中东部、内蒙古、华北地

区、东北地区、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

部、贵州等地部分地区日最低气温较历史

同期偏低5℃以上，其中西北地区东部、内

蒙古、东北地区、华北地区、黄淮中东部、

江淮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日最低气温较

历史同期偏低 7℃以上，最低气温 0℃线

将位于贵州南部至江南北部一带。

气象专家提醒，公众要及时关注最新

预警预报，注意添衣保暖，在生产生活上

做好应对低温天气的准备，尽量减少户外

活动。建议交通运输、农业农村、能源等

部门做好道路结冰、农业冻害等应对准备

工作。

产教融合发展战略
国际论坛在驻马店举行

豫农优品天下行启动仪式
暨上海展销活动在沪举行

全国小麦产业发展大会在新乡市召开

加强卫河流域共管共治
《安阳、鹤壁、新乡、焦作、濮阳市卫河保护条例》明年5月起实施

法治引领开发区高质量发展
《河南省开发区高质量发展促进条例》明年3月起实施

本周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将持续偏低

加强农业低温冻害防范应对

12月16日，在安阳县韩陵镇卢家湾村，志愿者正在清理种植大棚上的积雪。为防止低温雨雪冰冻天气对农业生产造成
的不利影响，该县农业农村部门及时组织志愿者和农技人员对种植户进行农技指导，通过清理大棚上的积雪、加盖保温被、实
施增温补光等方式，确保种植大棚内的果蔬正常生产。 毕兴世 摄

“豫农优品天下行”（上海）展销活动专题报道
▶▶详见今日5~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