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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的家乡有特产

扶沟西瓜 瓤色如虹皮薄如纸

豫农优品推荐官 扶沟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副县长周德志

彩虹西瓜“种出”多彩致富路

□本报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谷志方郭玮炜

“马经理，这5座棚的彩虹西瓜，我全部
包了，5月15日前后我来拉，这是5000元定
金，你数数！”

“不行啊，赵总，这5座棚，其中3座是订
单，只能给你2座棚。”……

4月22日，山东寿光的采购商在河南农
大扶沟蔬菜研究院与大棚负责人马强商议
彩虹西瓜的采购事宜。

彩虹西瓜，为何受到寿光采购商的青
睐？让我们走进西瓜的彩色世界，一探究竟。

十年风雨见彩虹

十年前，河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马
长生团队提出“优质、多样、个性、安全”的西
瓜育种方向，预测了西瓜市场的变化趋势，开
始了“彩瓤小西瓜”个性化的育种课题。

2007年春，马长生团队和河南豫艺种业
组成联合攻关小组，他们母本采用台湾黄瓤
西瓜自交系TL90-31，父本采用河南豫艺种
业的高代自交系TL99-20，进行杂交选育，
选出16个优秀彩虹瓤的组合。

2008年春，联合攻关小组进行复种试验
对比后，测评出6个优质品种。2009年，在扶
沟县和山东省菏泽市等地加大试种面积，又
从中精选出3个特性突出的品种。

2010年至2021年，在洛阳市和荥阳市、
扶沟县等地进行品比试验，其中TL90-31×
TL99-20组合表现更为优秀，瓤色特殊、风
味极佳，综合性状优。

2012年至2013年，在三门峡市陕县、洛
阳市吉利区、鹤壁市浚县等地，对这个“中选
组合”进行了区域试验，比对其他的小西瓜，

平均增产11.2%，且在瓤色、口感、糖度性状
方面更有优势。2014年春，继续进行生产试
验，平均亩产2850公斤，比对照其他小西瓜
增产5.9%。

2015年6月，“彩虹西瓜”通过河南省农
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定名为“彩虹瓜
之宝”，2017年8月第一批通过农业农村部
品种登记。

经过科研团队十年的培育，因瓜肉瓤色
红橙相间，横切显花瓣、纵切如彩虹的“彩虹
西瓜”横空出世。

一朝问世天下名

2019年5月，在河南农大扶沟蔬菜研究
院举办的“优质西瓜”展示活动，为期一个
月，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1.3万多名园区、合
作社、育苗场的负责人和种瓜大户观展，彩
虹西瓜、豫艺K151等西瓜订单超过1亿元。

彩虹西瓜在研发和推广期间，参加了全
国各地的西瓜评比，深受好评。

2012年5月，在山东举办的“西甜瓜评
比”中，彩虹西瓜因瓤肉呈黄红色，肉质脆酥，
气味清香，口感好，获得“最佳风味奖”；2018
年7月，在浙江举办的“精品西瓜”评选中，彩
虹西瓜因果肉中心可溶性固形物含量为
12.08%，果肉边缘可溶性固形物含量为
11.08%，个体均匀，被评为“精品西瓜金奖”；
2023年5月，在北京市大兴区全国西瓜擂台
赛上，彩虹西瓜荣获“最佳新品种奖”……

河南省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徐
志红说：“看西瓜熟没熟，习惯敲一敲、弹一
弹，彩虹西瓜可不能用力弹，因为彩虹西瓜皮
又薄又脆，用力一弹就能裂开。”

彩虹西瓜育种专家闫跃民说：“与传统
西瓜种植满地爬不同，彩虹西瓜的瓜蔓是顺
着架子往上长，一个个彩虹西瓜吊在半空
中，滚圆锃亮；吊起来长的彩虹西瓜受光更
均匀，大棚空间利用率更高。”

据介绍，彩虹西瓜耐低温弱光，抗病抗

逆性较强，平均果皮厚0.4厘米，平均单果重
1.6公斤左右，最大单果重2.5公斤左右，瓤
肉呈黄红色，瓜心含糖高达13.9%，可食率在
95%以上，肉质脆酥，气味清香。

万棚种植富乡邻

彩虹西瓜在河南、山东等地种植后，迅速
扩大到安徽、陕西、内蒙古等地，畅销40多
个城市，得到了种植户和市场的欢迎，成为众
多国内超大型连锁生鲜平台上的“明星”。

“俺种植了12棚彩虹西瓜，论个卖不按
重量卖，一个礼品箱装4个，可以卖到168
元。我们卖的是产品的质量，不是重量。”河
南农大扶沟蔬菜研究院的郜建东说。

“我们种植了20亩彩虹西瓜，每亩2000

棵、可产2000个左右，每个按15元，每亩受
益3万元以上，比种其他瓜菜，省时省力。”内
黄县的吕学伟高兴地说。

“我这个合作社种植了30亩彩虹西瓜，
当作水果西瓜销售，每亩收入可达3.8万元。”
山东省临沂市的郑晏龙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

“俺种了30亩彩虹西瓜，吸收15名本村
群众务工，群众三个月能拿到5000多元的
工资。”周口市的王留永说。

“彩虹西瓜近三年销售的种子，可以种植
1万多座大棚，辐射近200个合作社、400多户
种植大户和菜农，产值实现近3亿元，每年带
动10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河南豫艺种业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西甜瓜产品经理王纪广说。

一个彩虹西瓜，活了市场、甜了生活、富
了百姓。

□本报记者焦莫寒实习生赵杰
通讯员崔金旗

热腾腾的无添加石磨豆浆，香喷喷的油炸
豆干、嫩豆腐、老豆花……天刚刚亮，位于新郑
市的河南世通食品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就开
始麻利地安排货品装车，进入冷链保鲜，直抵
全国各大专营店、商超、饭店。

有了“豫农优品”的冠名加持，作为豆制品
行业佼佼者的世通食品，底气更足了。

河南是农业大省，农产品品类丰富，为形
成品牌聚合效应，增加河南农业品牌的影响力
和竞争力，2023年省委一号文件明确提出，以

“大而优”的大宗农产品品牌、“小而美”的特色
农产品品牌，以及“豫农优品”整体品牌打造，
提高农业经营综合效益。

今年3月，省政府发布《关于印发豫农优
品天下行活动实施方案（2024-2026）的通
知》（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强调河南农投集
团要推进“豫农优品”整体品牌的市场化运营，
加快推进品牌强农，加强豫农优品省域农业区
域公用品牌建设，推动我省从“国人粮仓”向

“国人厨房”“世人餐桌”转变。
《实施方案》出台以来，河南粮投集团作为

“豫农优品”品牌运行的承载主体，积极采取宣
传推广、资源整合、拓宽渠道等措施，蓄力将我
省“各自发光”的“土特产”打造成“豫农优品”，
开启品牌强农的加速发展之路。

做好做好““农农””文章文章

正值周末，在河南粮投中国好粮油黄河路
门店，“原生态、原产地、更放心”的宣传语格外
显眼，来店里采购米面粮油等农产品的顾客一
波接着一波。

“像这些绿色面粉、植物油等，很受老百姓
喜欢。”门店工作人员一边码货，一边介绍说。

去年12月，我省在上海举办了豫农优品

天下行启动仪式暨上海展销活动，经过展会传
播、体验传播，豫农优品开始走出河南。

好产品是树立好品牌的第一步。河南充
分做足做活“土特产”这篇大文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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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4495个。

河南豫粮好粮油有限公司总经理樊娜说：
“目前，豫农优品的推广，在省内，主要依托河
南粮投集团好粮油连锁门店和消费帮扶馆门
店；在省外，积极和一线城市有影响力的粮农
集团、大型商超、农贸市场联系，让更多人能感
受到豫农优品的质优价好。”

要想叫响“豫农优品”品牌，就需要有执行
主体挑起相关的担子。今年2月起，河南粮投
集团坚持以“实”为基、以“投”为本、以“新”为
点，全面推动“豫农优品”整体品牌的数据库建
设、市场调研、渠道拓展和品牌建设、推广、营
销等系列工作，秉持“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
品牌化”理念，搭建一批宣传推介平台，开展一
系列宣传活动，推动豫农优品产销衔接、叫响
品牌、布局河南、走向全国、享誉海外。

做大做大““豫豫””品牌品牌

“上次年货节，我们的红薯醋被大家看到，
从开年到现在，销量一直不错！”睢县张森林醋
业负责人张森林说。

今年1月，张森林带着红薯醋亮相豫农优
品天下行·2024年货节，年货节上，他向父老
乡亲介绍家乡的特色，不仅让更多人了解了红
薯醋，还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可。

“年货节第一天就和一个采购商达成了合
作意向，结束后还有商超、市场的人联系我订
购，我们‘醋香不怕巷子深！’”实打实的成效坚
定了张森林的信心，“我会继续坚守传统酿醋

工艺，研发更多新产品，扩大产业规模，打造好
河南红薯醋品牌。”

“围绕打造产业支持企业，通过支持企业
壮大产业”是河南粮投集团的发展准则。“一直
以来，河南粮投集团都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服务我省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产
业体系等方面贡献着自身力量。我们希望通
过打造全省优质品牌或企业，叫响豫农优品，
同时反哺农业，创新品牌价值。”河南粮投集团
副总经理孔凡铭说。

但品牌如何腾飞？如何完成蝶变？这条
路才刚刚开始。

他表示，未来河南粮投集团始终会根据企
业实际需求，赋能品牌建设，为企业带来实际
效益和价值，切实孵化壮大一批特色企业；发
挥“豫农优品”平台优势，整合产能、渠道资源，
通过发掘错位信息价值，培育壮大一批龙头企
业、优势产业链、重点产业集群和知名品牌，提
升豫农优品市场认知度和美誉度。

《实施方案》也明确，力争到2026年，省级
以上农业知名品牌达1500个以上，农产品质
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稳定在98%以上，高
质量制定一批农业品牌标准，建设一批农业精
品品牌。

随着“豫农优品”品牌的发展壮大，全省的
农业品牌必将从原来的一枝独秀走向百花齐
放。为把“豫农优品”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加
闪亮，河南全面梳理全省知名农业品牌目录，
优中选优建立“豫农优品”品牌库，构建“区域
公用品牌+企业品牌+产品品牌”体系，并同步
完善进入和退出机制，大大推动质量兴农、绿
色兴农、品牌强农，助力河南建设农业强省建
设。

做强新做强新““优优””势势

3 月 21 日，河南粮投集团刚刚完成了
一个“大动作”。他们和匈牙利豫商联合会

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发挥各自优
势，以“豫农优品”品牌推广为着力点，在农
产品经贸合作、农产品深加工、品牌推广、产
业链协同等方面展开全方位、深层次的合
作交流，共同支持和服务河南农业强省建
设。

这次签约是河南粮投集团全面实施“豫农
优品”品牌建设的具体实践行动，是“豫农优品
天下行”真正走出国门、享誉全球的第一步和
关键一招。

《实施方案》中还提到，为了让更多的优
质农产品走出河南，我省将重点实施文化赋
能、渠道建设、创意策划、品牌宣传、市场开
拓五大行动，不断提升豫农优品的市场号召
力、竞争力和影响力，让更多豫农优品“出
圈”。

一个创意点往往能助力产品大卖。河南
粮投集团积极梳理关于“豫农优品”品牌建设
的思路和建议，着力培育壮大一批龙头企业、
优势产业链、重点产业集群和知名品牌，从点
出发、以点带面，做活产销对接，将豫农优品串
珠成链，隆起豫农优品新高地，不断提升豫农
优品市场认知度和美誉度，迈进豫农优品新

“食”代。
据悉，近期河南粮投集团将组建平台公司

专业化运行，届时豫农优品市场化运作也将全
面启动。

河南粮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刚表
示：“品牌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象征，如今
已经是品牌强农的时代，面对新征程、新阶段，
我们要把农业品牌作为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
竞争力的关键一环。现在河南举全省之力打
造‘豫农优品’品牌，希望通过一个品牌，带活
一个产业、富裕一方农民、创出一方市场，河南
粮投集团也将主动作为，夯实品牌发展根基，
打造高品质、有口碑的‘豫农优品’金字招牌，
让豫农优品真正越卖越好，让更多农业品牌强
起来、亮起来！”

本报讯（记者王建立）桐柏玉叶、
洛水山肴、乐滋乐味……这些“河南味
道”，你品尝过几样？今日，河南日报
农村版重磅推出《农产品寻味记》全媒
体特刊，带你一起走进河南各地，寻味

“豫”字号农产品，聆听河南农业品牌
建设的铿锵足音。

河南是农业大省，更是农业品牌
大省。近年来，我省加快实施品牌强农
战略，培育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农业
企业品牌、农产品品牌1284个，有效期
内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农产品地理
标志和名特优新农产品3581个。其
中，被认定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692
个、居全国第2位，创建国家级农业品
牌35个、省级农业品牌1037个。

为进一步擦亮“豫农优品”金字招
牌，提升河南农业品牌市场号召力、竞
争力和影响力，在2024年“中国品牌
日”到来之际，河南日报农村版精心策划，倾力推
出了《农产品寻味记》全媒体特刊。

特刊点面结合，图文并茂，共62个版，对河南各
地在培育和发展农业品牌上的探索、亮点、成效进
行了全景解读，全面展示了河南农业从“国人粮仓”
到“国人厨房”再到“世人餐桌”的迭代升级之路。

河南农大和豫艺种业培育的彩虹西
瓜，瓜形玲珑，瓤色红橙、乳黄相间，横切
显花瓣，纵切如彩虹，瓜肉细嫩多汁，入口
即化，皮薄如纸。看似锦瓤橙赤如云霞，
尝如琼浆玉液似蟠桃。

彩虹西瓜历经十年，去伪存真、去劣
保优，终获成功，推广到河北、山东、安徽、
陕西等省进行早春设施温棚生产，取得了
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近年来，随着彩虹西瓜的知名度不断
提升、市场需求量增加，其种植面积日益
扩大，经济效益成倍增长，瓜农收入翻

番。彩虹西瓜也成了市场的新宠、成了瓜
农的宝贝，彩虹西瓜“种出”多彩致富路。

河南农大与扶沟县人民政府建立的
校企联合体——河南农大扶沟蔬菜研究
院，担负了彩虹西瓜大量的育种试验、种
植示范和种苗培育工作。目前，扶沟彩
虹西瓜系列品种西瓜种植面积在17万亩
左右，产值6亿元左右，成为扶沟农民增收
的主要来源之一，也成为扶沟的特色产业
之一。

以彩虹西瓜为代表的“扶沟西瓜”，
2017年被评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创得出 叫得响

豫农优品正“豫”卖“豫”好
河南日报农村版

推出《农产品寻味记》
全媒体特刊，全景解
读河南农业品牌

本报讯 （记者王侠）4月24日，省交通
运输厅发布2024年“五一”假期河南高速出
行提示，梳理了假期期间高速通行政策、易拥
堵路段预测等内容，提醒市民及时关注信息，
错峰出行。

今年“五一”假期于5月1日（星期三）至5
月5日（星期日）放假调休，共5天。根据《重
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今
年“五一”假期高速公路通行免费。免费时间：
5月1日0时起至5月5日24时止。

“五一”小长假，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三
流叠加”，出行方式主要是中、短途自驾出行。
预计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出口总流量将达

1500万辆左右，较2023年同比增长3.52%，日
均约300万辆，是日常日均流量的2倍。

“五一”假期期间出行请尽量避开易拥堵
的两个时段：

时段一：避开假期前一天下午和假期第
一天上午出行高峰，建议提前或延后出行。
放假前一天4月30日17时至19时和5月1
日假期第一天9时至12时是出行车流量较
大的时段。

时段二：避开假期最后一天下午返程高
峰时段，提前返程、错峰返程。假期最后一天
下午返程的要特别注意，16时以后返郑下站
车辆骤增，下高速后进入市区道路极易拥堵。

□本报记者刘婷婷魏静敏

4月24日，天刚蒙蒙亮，平舆县郭楼镇陈集村
旁，2000多亩已抽穗扬花的小麦，长势良好，微风
起伏泛起阵阵碧色麦浪。麦田上方，一架植保无人
机来回穿梭，精准开展“一喷三防”作业。

“最近小麦陆续扬花了，这几天我们在县植保
农技专家的指导下喷施农药，进行病虫害防治。”郭
楼镇凯丰合作社负责人陈小立说。

“小麦三分种七分管，上周县里就免费发了农
药，2000多亩小麦用2架无人机2天就全打了一
遍，今天开始第二遍防治。”陈小立沿着田埂来回查
看麦田，现在种地，不仅有政府的大力支持，还有专
家定期进田指导，非常省心。

随着小麦扬花、灌浆，小麦赤霉病等病虫害进
入叠加高发期，也是小麦最终经济产量的形成期。
连日来，各地农技专家前往田间地头，为广大种植
户把“麦”开方，将病虫害防控的具体技术指导到
人，护航夏粮丰产丰收。

“最近天气很好，赤霉病发生危害风险降低，后
期做好管理，一亩地1300来斤没啥问题。”陈小立
告诉记者。

（下转第二版）

春日里的夏粮“保卫战”

“五一”假期“三流叠加”注意避开“堵点”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 刘亚鑫 通讯员王淏）4
月24日，记者从中国磷复肥工业协会获悉，4月
24~26日在新乡市召开“第三十一届全国磷复肥
行业年会”，总结2023年行业取得的成绩及经验，
研判2024年及今后一段时期的行业发展趋势，加
快磷肥、复合肥产业转型升级，助推磷复肥行业高
质量发展。

本次年会由中国磷复肥工业协会主办，河南
心连心化学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会
议主题为“高效高值绿色协同”，同期召开“八届八
次常务理事会”“第九次会员大会暨八届五次理事
会”以及“专家委员会会议”。

（下转第二版）

第三十一届全国磷复肥
行业年会在新乡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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