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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巴富强 通讯员 徐松

红薯，普普通通的农产品，在郸

城县，却长成了“金疙瘩”。这里的红

薯种植基地是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

准化生产基地，“郸城红薯”被认定为

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生产加工

企业是全国甘薯淀粉标准的制定者

之一。郸城粉条、粉皮远销世界多个

国家和地区，带动全县数十万人走上

致富路。

红薯，从明朝万历年间漂洋过海

引入中国，它所承担的角色就是让人

们填饱肚子。在河南，“红薯汤、红薯

馍，离了红薯不能活”的谚语深深地

烙在老一辈人的心坎上。

郸城县1490平方公里的大地一

马平川，土地膏腴，四季分明，水源充

足，十分适合红薯的生长。近年来，

郸城人靠着老祖宗留下的手艺，把红

薯做成了淀粉、粉条、粉皮等一系列

产品，走进沃尔玛超市、签约火锅店，

闯出了一条致富的门路，把红薯做成

了“洋产业”。

“小时候吃红薯馍，一摸就黏手，

就这也没吃够。我们现在培育的全

是脱毒红薯，外皮红褐色，薯瓤干面，

搪饥；外皮黄色，薯瓤面甜，好吃；外

皮浅红色，薯瓤软糯，如蜜……”4月

10日，郸城县新天豫食品企业创始

人赵天学告诉记者，他 30多年来一

直致力于红薯系列产品的研发、生

产，他的脑子里有讲不完的红薯，“这

辈子我就干一件事，就是种红薯，卖

红薯，我们的红薯粉条畅销全国，还

出口创外汇，烤红薯开了专卖店，盒

装红薯粉媲美方便面，红薯让俺县成

千上万的农民走上小康路。”

新天豫食品企业专业从事红薯

的良种繁育、种植推广、精深加工、市

场销售和出口创汇，该企业以红薯为

原料研发了粉丝、粉皮等数十种产

品，畅销全国20多个省市，并成为知

名火锅连锁店的定点供应商，部分产

品出口韩国、日本和欧盟等国家和地

区。

在全国产粮大县的郸城县，发

展红薯种植有其自身的优势。它不

与小麦争农时，适宜在夏粮收获之

后种植。

春季，正是红薯在脱毒大棚内育

苗的好时节。郸城县李楼乡大贾村

云州薯业育苗产业园的贾云州子承

父业，围绕优质脱毒种薯种苗良种繁

育、甘薯种植技术推广、鲜薯窖存和

健康种薯种苗推广销售等，流转土地

3000余亩，建设钢管骨架日光大棚

86个，育苗面积 100亩，亩均投资 2

万余元，年培育脱毒甘薯种苗 3000

多万株。

同样，培育脱毒甘薯种苗的还有

新天豫食品企业，该企业的无菌实验

室内，一排排不锈钢架上摆满透明的

培养瓶，瓶内的红薯苗嫩绿可人，生

长在无菌的培养液里，将成为下一代

脱毒红薯的原苗。

什么叫脱毒红薯苗？从事红薯

研究的农技专家贾连东说，脱毒就是

为了解决红薯的病害，在育种环节加

以科学干预，培养出健康的种苗，红

薯产量可增加 30%到 50%，这也吸

引了农民大面积种植。

不仅如此，贾连东还研究出了

“空中结薯”，即把牵牛花母本根系栽

培到土壤里，土壤里生出根系为植株

提供充足的水肥，然后利用牵牛花的

植株与红薯苗嫁接，生长出的藤蔓攀

附于支架上，在支架上端将嫁接后的

薯藤压蔓于营养托盆中生长，托盆中

放置营养基，以满足薯蔓充足的水分

和营养吸收。这种技术能使红薯秧

子“想长多大有多大、想在哪儿结红

薯就能在哪儿结”。并且，只要保留

薯秧，它就能继续结薯，实现四季生

长，连续收获和优质高产。这种技术

在红薯田间投入使用后，将实现地下

结薯与地上结薯同步进行的立体化

种植模式，产量可翻番。

郸城县近年来以新天豫食品企

业为龙头，鼓励各乡镇成立红薯专业

合作社，动员农户种植红薯、带动群

众增收致富。与省农科院联合研发

培育优质高产品种 20多个，全部实

现脱毒种植。目前，郸城县已经成为

国内最大的红薯制品生产加工基地

之一，获自营产品进出口权，被农业

农村部、省政府认定为“农产品出口

创汇基地”。

河南周口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

业示范区（以下简称农高区）的成立，

让位于农高区范围内的10多万亩脱

毒红薯种植基地迎来了新的重大历

史机遇。

去年秋天，飞翔种植专业合作社

的贾云飞，在农高区郸城县高标准农

田示范区万亩红薯种植基地种植的

1000多亩优质“西瓜红”红薯和蜜薯

获得大丰收。在农高区现代化农业

种植模式的加持下，生产过程实现了

全程机械化。割秧机走过，红薯秧全

部被从根部割掉、打捆带走，露出了

排列整齐的地垄；犁耙挖薯机挖深

50厘米、限宽2米，每次作业能把两

垄红薯从地下翻出；群众有序排开，

把一个个外形饱满、颜色鲜亮的红薯

去泥、分拣、装车，立即运往红薯库，

一条龙作业有条不紊。

“这多亏了县委、县政府的政策

支持，特别是红薯专家贾连东的全程

技术支持，亩产达到5000斤，而且由

金田农业公司订单回收，亩产值

3000多元。”每每提及红薯产业，贾

云飞都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贾连东

的全程技术支持。

每年入秋，从田间到车间，红薯

粉碎、沉淀做成淀粉，淀粉进入粉条、

粉皮生产线，爽滑的粉条在清澈的水

流中捞出，随后截断、晾晒、定型、装

箱，便成了碗装、条装、袋装的各式产

品，销往世界各地。

目前，该县还与知名生产企业联

合研发出了红薯糖、红薯奶茶、红薯饮

料等系列产品，并与国家甘薯产业技

术体系强强联合，将充分发挥甘薯产

业技术体系专家团队作用，为郸城甘

薯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技

术支撑。郸城县将积极探索甘薯种植

全程机械化，集中力量打造郸城甘薯

产业模式，推动形成较为完备的产业

链条，引领带动全国甘薯产业发展。

本报讯 4月 11日，从中国一拖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一拖）传来

消息，40台经过小型化、智能化、平台化

改造的“东方红”MH804M丘陵山地专

用轮式拖拉机交接投放仪式，日前在甘

肃省定西市举行。这标志着我国丘陵

山地拖拉机首次实现了批量投用。

MH804M拖拉机是一款以丘陵

山地作业为主，兼顾传统地区作业的

新型拖拉机。该款产品整机最高理论

车速接近每小时35公里，应用了最新

的高压共轨和后处理环保技术，具有

折腰转向、转弯半径小，双向驾驶，掉

头作业灵活，整机外形低、重心低，安

全性高、智能化水平高等特点。

甘肃省地形地貌多样且复杂，尤

其是适应丘陵山区地形特点和各类特

色产业需求的农机具短缺。此次丘陵

山地专用轮式拖拉机的熟化和投放，

是贯彻落实农业农村部“加快推进

6-15坡度丘陵山地拖拉机在甘肃等

先导区省份推广应用”要求的重要举

措，是甘肃省开展一体化试点取得阶

段性显著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标志着

中国一拖在加快补齐农机装备短板，

助力端牢“中国饭碗”，护航国家粮食

安全方面取得新突破。

（许金安 王井田 周双雪）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通讯员史笑
妍 田成瑞）4月 11日，在罗山县子路

问津种植合作社的国家绿肥产业技术

体系绿肥示范基地里，2000多亩紫云

英在春风里竞相绽放、摇曳生姿。

“再过半个月，紫云英进入盛花期

就可以翻犁压青入田。”子路问津种植

合作社负责人陈贵权说。

近年来，在农业专家的指导下，子

路问津种植合作社利用冬闲田种植紫

云英等绿肥，化肥和农药用量减少了，

地力提升了，庄稼长好了，效益也增加

了。

“紫云英水稻叶青籽黄、个高穗

大，收购价比市场价格高20%左右，每

亩能节肥增效400多元。”陈贵权掰着

手指头，算起了经济账，“每亩紫云英

种子收入也能接近1000元。”

紫云英肥田为何有这么好的效

果？国家绿肥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

家、中国农科院研究员曹卫东随手拔

起一把紫云英，指着根部的小颗粒说：

“这是紫云英的固氮根瘤，它可以固氮

保湿，疏松土壤，提高土壤有机质含

量，改善土壤结构。”说起紫云英的好

处，曹卫东如数家珍。

目前该县已在竹竿、高店、子路、

灵山、铁铺等多个乡镇建成紫云英示

范基地，辐射带动全县利用冬闲田种

植绿肥近20万亩。

“推广紫云英肥田绿色循环种植

模式，不仅能提高稻米品质，改善生态

环境，还能让农业更绿色、农民收益更

高。”该县相关负责人表示，罗山县还

以发展“紫云英+”产业为抓手，聚焦

紫云英大米、紫云英种子、紫云英观光

农业等产业，推出“罗山紫云英”公共

品牌。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赵明
奇 陈帅鹏 王校伟）“组织安排我驻村，

我就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把驻村工作

驻进群众的心坎里。”4月 11日，舞阳

县在辛安镇水牛刘村举办驻村第一书

记“发挥尖兵作用 推进强村富民”擂

台赛，获得第一名的漯河市水利局派

驻刘庄村第一书记蔡斌，站在擂台上

有感而发。

据悉，舞阳县已连续四年组织党

组织书记擂台赛，今年是首次举办以

驻村第一书记为主角的擂台赛，旨在

进一步提升驻村第一书记政治素质、

业务能力和履职水平。

在当天的比武打擂中，各驻村第

一书记立足本村实际，围绕“五星”支

部创建、壮大发展村集体经济等情况，

提思路、亮成绩、找问题、展未来，充分

展现了第一书记的精神风貌。

近年来，舞阳县委组织部先后向

全县乡村振兴重点村、经济相对薄

弱村和软弱涣散村选派了 159 名第

一书记，与村“两委”共同做好建强

村党组织、推进强村富民等工作，为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干部人才

支持。

本报讯（记者董豪杰）4月10日，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部省联动项目“花

生抗病优质高产宜机收新种质创制与

应用”项目启动会在郑州举行。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实施以来，花生作为单

一作物被列为专项，尚属首次。

河南花生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

2000万亩左右，占全国花生种植面积

的1/4以上。“提升河南花生产业发展

水平，对助力国家花生产能提升、产业

提质增效和保障国家油料安全意义重

大。”省科技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潘刚

说。

据了解，去年，省科技厅联合项目

牵头单位河南省分子育种研究院，面

向全国公开遴选了 10家项目参与单

位，开展多方协同攻关，力争实现花生

新种质创制和应用的新突破。

项目负责人、中国工程院院士、河

南省农业科学院院长张新友说：“项目

的启动实施表明了国家大力发展油料

作物，保障国家油瓶子安全的决心和

对花生产业的重视。从事花生科研的

我们应勇于承担责任，下定决心攻坚

克难，在项目执行结束时交出满意的

答卷。”

品种好不好，用户说了算。事关

花生新种质创制，突破口在哪儿？从

需求中找方向。此次项目启动之初，

项目牵头单位就积极邀请花生产业相

关企业、种植大户等参与。

浚县丰盛种植合作社相关负责人

柳存旺介绍说，当地常年种植花生，受

制于天气、连作等多种因素，花生青枯

病、白绢病等病害频发，虽然可用药剂

防治，但在绿色高质高效发展背景下，

从品种上入手，高产、高抗新品种对产

业发展十分有利。

“通过对病害的研究，建立抗病鉴

定技术，从而筛选和创制种质，正是项

目目标之一。”张新友说。

河南邦农种业有限公司负责人

杨展介绍说，随着花生加工需求日益

增加，花生的机械化收获难题亟待破

解。

“目前破损率和落果率高是花生

机械化收获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项目课题负责人、河南省花生产业技

术体系首席专家董文召研究员表示，

虽然对影响落果率、破碎率的主要因

素已有研究，但缺乏这些性状的精准

鉴定方法，制约了花生宜机收种质的

创制和新品种选育。

“建立精准鉴定技术、创制新种

质，能够为突破性品种的培育提供重

要的材料支撑。”董文召说。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首个花生项目“落户”河南

“东方红”丘陵山地拖拉机
首次实现批量投用

舞阳县

第一书记擂台赛 乡村振兴劲头足

罗山县

紫云英开增春色 化作春泥田更肥

俺的家乡有俺的家乡有特产特产

豫农优品推荐官 郸城县县长 董鸿

郸城红薯甜九州

郸城红薯“薯”光无限

郸城县地处黄河冲积扇南

缘，属黄淮平原，地势平坦，土层

深厚，土壤肥沃，光热资源丰富，

雨量充沛，气候条件有利于光合

作用和干物质积累，适宜种植红

薯，出产的郸城红薯薯块整齐，

薯皮光滑，色泽鲜亮，鲜食质脆

味甘，熟食软糯香甜。

勤劳的郸城人以鲜红薯为

原料,生产加工红薯淀粉、粉条

和粉丝……近年来，郸城县政府

引导组织成立红薯专业合作

社，动员全县数万农户种植红

薯，与省农科院共同研发，使

“豫薯7号”“豫薯1号”“皖薯1

号”“梅营1号”“豫薯13号”等

优质、高产、高淀粉的20多个优

良红薯品种实现脱毒种植。按

照“企业+基地+合作社+农户”

的管理模式，创建国家级无公

害优质脱毒红薯生产农业标准

化示范区，粉条、粉皮等系列产

品全国畅销、出口创汇。

2010年 10月，郸城县优质

脱毒红薯基地被评定为国家级

红薯生产示范基地；2018年 12

月，郸城县12万亩红薯种植基

地被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批

准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

生产基地；2018年2月12日，“郸

城红薯”被认定为全国农产品地

理标志产品进行登记保护。

2024年，郸城县将争创国家

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甘薯）。

本报讯（记者归欣 张笑闻 冯刘
克）同根同源、同是炎黄子孙，同心同

德、同绘华夏愿景。4月 11日，农历三

月初三，甲辰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在新

郑黄帝故里隆重举行。海内外炎黄子

孙共拜人文始祖轩辕黄帝，祈福伟大祖

国繁荣昌盛、人民和顺致祥。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铁凝，全

国政协副主席王光谦，省委书记楼阳

生、省长王凯、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出席

大典。

中国国民党前副主席郝龙斌出席

大典。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

古小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何

新，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张志军，中

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程学源，

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副会长郑平，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阎京华，民

革中央副主席刘家强，台盟中央副主席

符之冠，重庆市政协原主席徐敬业，国

家文物局副局长陆进，湖北省人大常委

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马国强，甘肃省

政协副主席霍卫平等领导和嘉宾出席

大典。

当天上午，黄帝故里园区煦风生

日、庄严肃穆。9时 30分许，拜祖嘉宾

们郑重佩戴黄帝丝巾，进寻根门、经系

祖坛、过轩辕桥，缓步来到拜祖广场。

大典正式开始前，楼阳生为黄帝像

启幕。

王凯代表省委、省政府发表了热情

洋溢的致辞，诚挚欢迎各位嘉宾、各界

朋友的到来，衷心感谢长期以来给予河

南的关心支持。他说，河南作为黄帝出

生地、创业地、建都地，历史上几经鼎

盛、几度辉煌。进入新时代，中原儿女

秉承祖志、奋发图强，凝聚了奋勇争先

的创造伟力，续写了更加出彩的绚丽篇

章，一幅百业昌隆、物阜民丰、欣欣向荣

的壮美画卷在中原大地徐徐展开。祭

祖缅德、当继往而开来，慎终追远、须奋

斗以自强。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

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上，为中部地区

高质量发展擘画了新蓝图、标定了新方

位、赋予了新使命。我们将始终牢记习

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锚定“两个确

保”，持续实施“十大战略”，全面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南实践，在奋力谱写

中部地区崛起新篇章中勇挑大梁、走在

前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

展现新担当、作出新贡献。

9时 40分许，大典主司仪孔昌生

宣布甲辰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开始。

大典分为盛世礼炮、敬献花篮、净

手上香、共拜始祖、恭读拜文、高唱颂

歌、乐舞敬拜、祈福中华、天地人和等9

项仪程。

21响盛世礼炮如春雷乍响、穿透

云霄。随后，铁凝、王光谦、楼阳生、王

凯、张志军、程学源、郑平、阎京华、安伟

等先后走上拜祖台，向黄帝像敬献花

篮。

在净手上香仪程中，郝龙斌和凌友

诗、王台生、林楚钦、杨钏玉、杨瑞凯、李

海涛、周剑、石聚彬等社会各界优秀人

士代表走到台前，虔诚上香。

在主司仪带领下，全体人员面向黄

帝像，庄严肃立，满怀崇敬之情行施拜

礼，深深三鞠躬。

共拜始祖仪程后，王光谦登上拜祖

台，恭读拜祖文：“粤稽遐古，天地洪荒，

具茨绵绵，我祖是降……”以虔诚恭谨

之心，拜人文始祖轩辕黄帝，为中华儿

女和世界人民祈福。

在高唱颂歌仪程中，来自香港、台

湾、澳门和内地的歌手与 56个民族的

少年儿童，同歌《黄帝颂》，共叙家国

情。随后，舞蹈演员们身着古装，和着

悠扬的编钟韵律翩跹起舞，敬拜先祖。

祈福中华仪程开始。拜祖台上，一

幅波澜壮阔的黄河画卷徐徐展开。来

自海内外的 30名优秀炎黄子孙代表，

在画卷上缓缓盖印，祈福国泰民安。

最后，在天地人和仪程中，一条金

色“巨龙”乘风而起，自黄帝降生的轩辕

丘腾空翱翔。拜祖广场上，和平之鸽展

翅高飞，心愿气球冉冉升起，巨幅黄底

红字“天地人和”在直播画面中呈现，大

典现场一片欢跃沸腾。在世界华人的

拜祖圣地、中华儿女的心灵故乡，在以

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

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炎黄子孙放飞梦

想，铿锵前行。

10时 27分，孔昌生宣布：甲辰年

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典礼告成。

省领导孙梅君、孙守刚、江凌、张

巍、王战营、陈星、王刚、张雷明、李亚、

刘南昌、苏晓红、刘玉江、宋争辉、孙运

锋、郑海洋、谢玉安、霍金花、张震宇、朱

焕然、胡道才、段文龙等出席大典。

本届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由河南省

人民政府、政协河南省委员会、国务院

台湾事务办公室、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

合会、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中华

炎黄文化研究会等单位联合主办，郑州

市人民政府、政协郑州市委员会承办，

新郑市人民政府协办。我国港台地区

和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华人

纷纷举办同拜黄帝活动。社会各界代

表及近百家新闻媒体近5000人在现场

参加了大典。

祈愿祖国繁荣昌盛 祝福人民和顺致祥

甲辰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隆重举行
铁凝王光谦楼阳生王凯孔昌生出席 郝龙斌出席

4月11日，村民在夏邑县郭店镇王刘庄村桃园里劳作。春日里，夏邑县村民抢抓农时，开展果
园管护等农事活动，各处景色优美的生态果园里，处处是村民忙碌的场景。 苗育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