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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农村版

□本报记者 李丽 通讯员 梁若彤

“此次年货节上，鹤壁市参展

企 业 有 淇 花 、惠 之 达 、链 多 多

等。像链多多的鸡腿、鸡柳、鸡

块等预炸类产品，经过简单的

烹 饪 炸 制 ，便 是 一道道方便硬

菜；淇花的高油酸花生油、小磨香

油、芝麻酱等，都是市场比较畅销

的，品牌过硬……”1 月 27 日，鹤

壁市农业农村局产业科相关负责

人介绍道。

河南链多多食品致力于鸡肉

调理品、中西式菜肴、冷冻配餐等

半成品食材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拥有金甲、金甲王、赛福等多个国

内外知名品牌。该企业依托大用

集团的无公害肉鸡全产业链，配套

自有600亩核心蔬菜试验基地，构

建形成完善的原材料供应体系；建

有年产 5万吨鸡肉调理品和年产

15万吨中西式菜肴产品的智能化

工厂，可为客户提供定制化的餐饮

解决方案；拥有国内顶尖的专业研

发团队，在食品研发、分析检测、肉

禽应用、菜肴开发等领域，技术水

平全国领先。

与百胜餐饮集团、海底捞、盒

马、巴奴、麦德龙、统一、白象等长

期合作的永达食品，也是航天食品

重要供应商。

年屠宰加工肉鸡 1.5亿只、存

栏种鸡 245 万套、孵化能力 2 亿

只、饲料加工能力 100万吨、出口

产品7万吨、生产速冻调理产品4

万吨……永达食品是一家集肉种

鸡繁育、饲料生产、商品鸡养殖、屠

宰加工、熟制品生产、鸡骨素调味

品生产、冷藏配送、商业连锁、国际

贸易于一体的大型农牧清真食品

集团。此次展出的仅仅是很少一

部分畅销品，企业产品有八大系列

730多个品种。

河南省淇花食用油有限公司

是集种植、加工、销售、物流和互联

网+绿色油脂于一体的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该公司通过科技创

新和生产要素合理配置，现成为农

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国家

级绿色工厂、中国花生油加工十强

企业，产品涵盖高油酸花生油、压

榨一级花生油、低芥酸菜籽油、小

磨香油、芝麻酱等58个品种，年加

工能力达20万吨。

□本报记者 李丽
实习生 梅静雨 通讯员 梁若彤

石头烤饼、香米饼、馍香小趣、烤馍

片、虾米饼、南瓜米饼……1 月 25 日上

午，冲着这些熟悉的美食，新乡米多奇食

品的展位前挤满了忠诚粉丝。“这个口

味，咸的要一些，甜的也要。超市 1000

克要 29块，今天20块就买了，多买几包

回去当年货。”一位女士从米多奇展位购

买了几大包食品。“今天卖了一车，又拉

来了一车！”“豫农优品天下行·2024年

货节”郑州主会场上，新乡米多奇食品展

位负责人高兴地说。

米饼年销量 151亿片，馍片年销量

60亿片，是米多奇食品创造出的惊人成

绩。“我们的产品坚持选用优质食材，再

结合传统工艺和低温烘焙技术，非油炸，

很健康。”该展位负责人介绍。

经过20余年的深耕，米多奇食品从

一家名不见经传的乡镇企业逐步成长为

河南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全国

休闲食品领军企业。为了从源头把控产

品的质量，米多奇与当地种植合作社签

订小麦订单种植合作协议，引导农民种

植优质小麦、水稻，现订单种植小麦面积

达5万余亩、水稻种植面积5万余亩。

米多奇食品注重科技研发，与科研

单位共同研发多项自动化设备，获得20

余项实用发明专利和新型专利，其中，米

多奇研制的“黑米圈圈芝麻馍片”食品荣

获河南省科技成果奖。

□本报记者 王侠

“鸵鸟肉99元两袋，鲜香筋道，比牛

肉、羊肉还好吃，真是物美价廉！”1月27

日，在年货节的平顶山市展区展位上，品

尝过鸵鸟肉的顾客都纷纷伸出大拇指。

“从展会一开始，我们‘新中鸵’的鸵

鸟肉、鸵鸟蛋，就因为口感好、颜值高而热

销。截至目前，销售 300盒礼盒装鸵鸟

肉、400多袋袋装鸵鸟肉，鸵鸟蛋150余

枚。”平顶山市舜和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员工

赵淼雨说，“鸵鸟肉高铁、高钙、高硒、高锌，

低脂肪、低胆固醇，可增强人体免疫功能，

无食用禁忌，是公认的绿色健康食品。”

鸵鸟蛋雕洁白如玉，托起来沉甸甸

的，手感很像一件很有质感的瓷器。

“鸵鸟蛋198元一枚，雕刻好的鸵鸟

蛋 398 元一枚，鸵鸟蛋单枚重量 3斤左

右。”赵淼雨介绍，“鸵鸟蛋蛋壳厚 2至 3

毫米，可通过浮雕、镂雕工艺制成精美蛋

雕，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平顶山市舜和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经理

郭海鹤说：“我们发展鸵鸟产业，具有天然

优势，‘新中鸵’鸵鸟养殖基地所在的雁鸣

庄是山清水秀的省级康养示范区，森林覆

盖率达90%以上，鸵鸟吃原生态中草药精

饲，喝山泉水长大，一年可以长到200斤。”

“‘新中鸵’鸵鸟养殖基地孵化车间

可同时孵化幼鸟 720只左右，目前公司

完成了鸵鸟商业化培育、繁殖和鸵鸟全

系列产品开发，为县域经济发展和乡村

振兴作出了积极贡献。”郭海鹤说。

□本报记者 王侠

“我市有鹿邑蒲公英、淮阳黄

花菜等地理标志农产品8个，有商

水鸭蛋、沈丘槐山羊等全国名特优

新农产品44个、绿色食品213个，

有国家级农产品品牌1个、省级农

产品品牌 68个。”1月 27日，在年

货节展会现场，周口市农业农村局

乡村产业发展科科长刘龙飞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感谢展会免费给

我们地方农企提供一个展示的平

台，我市农产品在此次展会上销售

火爆，既拓宽了农产品销售渠道，

又提升了农产品品牌知名度，品牌

带农惠农效应进一步显现。”

“另外根据参展农企反馈，我

对年货节有几点建议。”刘龙飞

说，“第一建议增加展位面积，扩大

展位空间，因为展位太小，我们今

年带来的农产品不是很多，明年我

们会提前准备，带更多土特产参

加展会。”

“第二建议增加展会时间，希

望今后展会常态化、持续化举办，

以便形成稳定的消费群体。”刘龙

飞说，“因为城市生活节奏加快，现

在市民采购年货节时间比较晚，一

般都是从腊月二十三、腊月二十九

才开始采购年货，希望把展会举办

时间扩展成两周，一直持续到年

底，进一步满足市民采购年货的实

际需求，给市民购买年货有更多的

选择空间，带着全省各地的土特产

走亲访友。”

“第三建议增加流量，进一步

扩大展会宣传力度，提高市民的知

晓度，提高网上流量和线下客流

量。让展会从始至终，保持展会现

场熙熙攘攘、摩肩接踵、人流不断

的状态。”刘龙飞说，“第四建议增

加人员。年底各种展会很多，大多

数农企的人员不够用，今年周口市

很多家农企的产品摆上展会了，但

人没有过来，希望展会提供农产品

推荐员，帮助农企推销一下农产

品，以便达到更好的销售效果，进

一步提高农企参会积极性。”

□本报记者 李梦露

从事“三农”、熟悉“三农”，提案

聚焦“三农”。2018年以来，省政协常

委、省农业农村厅乡村产业发展服务

中心主任汪秀莉围绕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农

业农村现代化等选题先后提交多份

提案。近两年，汪秀莉的提案中出现

频率最高的词是“乡村设计”。科学

合理、因地制宜的乡村设计规划可以

引领乡村发展、赋能乡村振兴。

“河南有 4.58万个村庄、5462万

农村人口，存在巨大的设计需求和设

计资源的缺口。”1月23日，汪秀莉谈

到我省乡村设计现状，对记者说，目

前我省乡村设计发展也存在着人才

缺乏与落地转化等方面的问题。

为推动问题解决，去年两会期

间，汪秀莉提交了“关于加快推动河

南乡村设计发展的提案”。过去一年

来，以举办“设计河南·美丽乡村”乡

村创意设计大赛为平台和契机，汪秀

莉一方面与相关承办单位深度沟通

协调，合力推动落实，另一方面和大

赛组委会一起，组织设计单位实地

调研走访 40 多个村庄和设计需求

单元，挖掘地方设计需求。

“我们不仅联合省工信厅、省教

育厅等 7 家省直厅局共同举办大

赛，还引入了有实力的文创企业，办

赛机制更加市场化。”汪秀莉说，大

赛还首次设置了地方定制赛，分别

在获嘉县、郏县和新安县进行需求对

接，让参赛选手们结合地方需求“量

体裁衣”进行设计，为作品“接上了地

气”，为促进设计作品落地转化进行

了有效探索。

目前，通过举办乡村创意设计大

赛，我省乡村设计工作开始逐渐显现

出成果：去年，新一届全国总决赛中，

我省有 7个作品在全国总决赛中获

奖，其中一等奖 3个、二等奖 1个、三

等奖 3个，省农业农村厅荣获全国大

赛“优秀组织奖”，省乡村产业发展服

务中心荣获“特殊贡献奖”，我省的获

奖作品数量和取得的荣誉表彰均位

居全国前列。

汪秀莉表示，未来，我省将依托

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委托河南农业

职业学院等省级培育机构，开展乡村

设计职业技能人才培育工作，计划用

5 年时间，为全省每个农业县（市、

区）培养 10 到 20 名乡村设计师，补

齐乡村建设中思想理念落后、运营人

才匮乏的短板。同时，学习运用“千

万工程”经验，推广“可落地、可运营、

可持续”的乡村设计理念和建设经

验，启动“千村引领”乡村设计精品示

范行动，把乡村的特产风物、水光山

色、古院民居、丘壑沃野开发好、打造

好、经营好，以点带面推进全省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打造“千万工程”

的河南样板，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本报记者 赵博 李梦露

“你有没有觉得现在好多水果吃

着都没有小时候的味道了？那可能

是土壤出现了问题。”1月27日，省政

协委员、信阳农林学院中心实验室主

任喻艳红说，耕地是粮食安全的命根

子，守住耕地数量红线的同时还须保

育耕地和土壤质量。

以草莓为例。在调研中，喻艳红

发现许多农户种的草莓等水果存在

连作现象，出现品种退化、病毒感染

严重、抗病力弱等问题，一年从头忙

到尾，经济效益并不可观，这其中一

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土壤出现了问题。

“这种高复种指数、不合理利用

方式会加速土壤退化，导致土传病害

增加，土壤退化，肥力下降。”喻艳红表

示，同时，农业生产中过量施用化肥、

农药等农用化学物质，特别是农户习

惯重视施用氮磷钾肥，轻施有机肥，不

仅导致了土壤有机质含量下降，地力

衰减，还使土壤遭受严重污染，如农

药残留、重金属含量超标等。

耕地是粮食安全的命根子。喻

艳红表示，应该加快推进第三次全国

土壤普查，摸清我省土壤“家底”，这

是提升耕地质量的基础。自2022年

国务院部署启动以来，在全国88个县

共布设调查采样点 8.8 万个，取得化

验数据 252.3 万条，全面完成试点任

务。要在此基础上全面推开，加快普

查进度，指导各地抢抓作物茬口期开

展外业调查与采样，力争今年完成全

国2861个县的外业调查采样。要积

极推进普查成果应用，深度分析全国

土壤普查数据变化演进趋势，构建耕

地质量监测评价制度，为因地制宜开

展种植、施肥、改土、治理、养地等提

供精准指导。

喻艳红提出，要落实有关政策，

助力耕地保育。一是大力推进高标

准农田建设，为土壤培肥奠定坚实基

础。高标准农田建设是提升耕地质

量的大头所在。二是合理有序安排

土地深松项目，促进土壤良好结构的

形成。建议土壤每 3年~5年深翻一

次（深度 30cm左右），增强土壤蓄水

保墒和抗旱防涝能力，进而促进作物

生长发育、提高产量。三是认真落实

“减肥”“减药”行动，减缓土壤质量退

化。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能够促进

农业生产的绿色转型，促进农产品的

质量提升，提高种植效益。要借助

“双减”行动的实施，缓解因化肥、农

药施用不当带来的土壤退化问题。

代表委员说

乡村振兴 设计先行

耕地保育让土地更肥沃

本报讯 锣鼓喧天庆盛世，载歌

载舞迎新春……1月 23日，在汤阴

县伏道镇东水磨湾村文化广场

上，伴随着铿锵的锣鼓声，该村秧

歌队和广场舞队的队员们身着节

日盛装，欢快地扭起秧歌跳起舞。

“村里有很多跟我一样喜欢跳舞的

姐妹，平时大家都在周边企业上

班，很难聚在一起。临近春节了，

大家穿上喜庆服装，到一块儿扭扭

秧歌儿、跳跳广场舞，这年味儿一

下子就上来了。”参演村民元国英

兴奋地说。

东水磨湾村的文艺表演是伏

道镇组织开展迎新春文艺演出活

动的一个缩影。同样，在一街村，

村文化合作社的队员们用雄浑的

鼓声、灵动的舞步、饱满的热情为

群众带来了一场震撼的击鼓表演，

赢得叫好声不断。

据了解，为展现农民新形象、

乡村发展新成果和乡村新风貌，让

广大群众在乡村舞台上享受更加

充实、更为丰富、更高品质的精神

文化生活，营造喜庆的春节氛围，

伏道镇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站）及镇村文化合作社的服务

效能，动员各村文艺爱好者积极参

与，以富有年味的特色表演表达喜

迎新春的喜悦，彰显传统文化的魅

力。

“经过前期谋划，组织动员，自

1月23日起，伏道镇正式开启2024

年迎新春文艺演出活动。秧歌舞

蹈、盘鼓腰鼓、经典戏曲……各具

特色的文化活动轮番上演，不但丰

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也为春节增

添融融暖意。”伏道镇副镇长李扬

说，“我们紧紧牵住‘文化惠民’这

条线，以一场场文化盛宴让年味儿

更浓，让群众欢乐更多。”

（王都君 李秀芳 梅炎昊）

本报讯“开渔啦！”伴着雄浑激昂

的吆喝声，渔网缓缓收起，肥美的鲢

鱼浮出水面。

1月26日上午，洛阳嵩县第九届

“陆浑开渔节”在陆浑水库启幕。

现场除传统沉浸式民俗表演外，

还有免费全鱼宴，吸引 2000余名游

客光顾。当天，新年第一网起鱼2万

余斤，“鱼王”重达38斤，被山东一客

商以5.8万元成功竞拍。

陆浑水库水面 5万亩，库容 13.2

亿立方米，是国家大Ⅰ型水库，有“洛

阳南湖”“中原洱海”之称，先后获得

“国家级水利风景名胜区”“国家湿地

公园”“全国休闲渔业示范基地”、全

国“水产绿色健康养殖技术推广‘五

大行动’骨干基地”等荣誉。

当地通过科学投放、合理捕捞滤

食性鱼类，全面发展“保水渔业”，不

断改善陆浑水库水生态环境，每年增

殖放流滤水性花白鲢鱼种300余吨，

选育伊河鲂鱼200万尾，“陆浑银鱼”

“有机鳙鱼”“伊河鲂鱼”通过有机认

证，被称为“陆浑三宝”，渔业年产量

1300吨左右。

“陆浑开渔节”是嵩县探索休闲

渔业发展新路子、推进渔文化和旅游

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于 2022

年入选全国丰收节庆首批特色活动

名单。

近年，嵩县围绕“颠覆性创意、沉

浸式体验、年轻化消费、移动端传

播”理念，加快“山城”向“湖城”转

变，全面推进“湖山宿集”建设，围绕

陆浑湖“嵩县旅游第一目的地”和“中

原文旅标杆”目标，探索构建了“中医

药+康养游”新产业，在环白云山、环

陆浑湖、环天池山三大高端民宿片区

植入康养业态，打造“中原药谷·康养

胜地”，加快形成康养产业集群，实现

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三

提升。 （黄红立 许金安 王博）

新春
走基层

38斤“鱼王”拍出5.8万元
嵩县“陆浑开渔节”鱼跃人欢好热闹

（上接第一版）

强化组织领导 建设和美乡村

“千万工程”的切入点，就是农

村人居环境。具体实施中，漯河市

持续从开展“治理六乱、开展六清”

行动，加强垃圾分类的宣传引导，持

续治理生活污水，彻底整治残垣断

壁，持续摸排问题厕所，注重借助乡

贤力量等方面入手，推动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

据了解，漯河市前期累计清理各

类残垣断壁 6268处，治理坑塘 5513

个，实施垃圾分类603个村庄，实现户

户通村庄513个，治理“空心院”5678

处，创建“美丽宜居村”259个、“环境

示范村”588 个、“整治达标村”357

个。截至目前，共有378名乡贤参与

村庄规划发展，认领项目26个，投资

规模达5.6亿元。

“千万工程”是一项系统工程、

长远任务，既需要有力的组织领导、

多方联动发力，又需要管用的长效

机制、持续久久为功。漯河市将“千

万工程”纳入一把手工程，健全完善

市县乡村四级联动工作推进、督导

调度、协调联动机制，结合“五星”支

部集群创建，加快和美乡村旅游线

路提升等工作。通过实实在在的工

作成效，确保乡村振兴工作在全省

走在前、作示范。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加

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是政治责任、政治任务，责

任重大、使命光荣。”贾宏宇表示，接

下来，漯河市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

任感、事事紧抓不放的紧迫感，真抓

实干、埋头苦干，推动漯河“三农”工

作迈上新台阶。

学用“千万工程”经验
激活乡村振兴新引擎

汪秀莉

喻艳红

希望增展位延展期米多奇食品“圈粉”

卖完一车又拉一车

鸵鸟肉鲜蛋美

吸引眼球卖得好

鹤壁市优选“年货”组团参展

顾客在年货节上选购年货 本报记者 杨远高 摄

这村鼓声震 那村秧歌起
汤阴县伏道镇文化活动轮番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