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提篮叫卖到网销全国，直
播成了新农活，农业产业接通数
字供应链。

近年来，淇滨区培育本土企
业，支持中国（鹤壁）农业硅谷产业
园发展，吸引70家小微企业入驻，
形成了以农信通和新农邦公司为
核心的数字乡村企业集群。结合
省级数字农业现代农业产业园创
建，积极发挥玉米育种、红薯育苗
等产业优势，打造了永优种业、饮
马泉2个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区。

加快技术创新，依托华为新
农邦数字乡村实验室，最大限度
发挥华为的技术优势和新农邦的
网络优势，携手产业链合作伙伴，
建成具有全球价值的现代农业生
态大数据+鲲鹏云服务平台。

淇滨区还研究制定招商引资
惠企政策，为优化营商环境，扎实
开展“万人助万企”活动，投资10
亿元，通过引进京东、阿里、360、
航天宏图等头部企业落户产业
园，成功打造全市首个5G数字产
业园。产业园具备最先进的通信

基础设施和数字化生态系统，为
各类产业提供高速、安全、可靠的
数字服务，助力当地经济转型升
级。淇滨区通过连续三年举办线
上年货节，不仅有效地打通了农
产品上行到城市、工业品下行到
农村的渠道，积极打通农产品出
村进城“最后一公里”，更加提升
了本地特优农产品的知名度和美
誉度，通过益农社平台及京东电
商平台，线上累计销售特色农产
品9000余万元，这一创新举措为
促进农民增收，探索出了一条全
新的路径。

“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与普及
‘重构’了农业品牌建设的发展模
式，推动农业品牌数字化转型已
经成为提升农业产业竞争力的

‘高级赛道’，积极探索农业品牌
数字化转型的实现路径，对提升
淇滨区农业产业竞争力、推进数
字农业建设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淇滨区农
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董长江
表示。

□李萌萌杨振操

河南泰诚食品有限公司的辣
椒、鹤山区无影山生态农业有限公
司的蜂蜜和土鸡蛋、鹤山区金凤岭
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小米等4个产品
已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鹤壁市鹤山区成功申报2个省级生
态农场，2018年王家辿的“红油香
椿”被农业农村部公布为国家地理
标志保护产品。

春日的鹤山绿意盎然，大地焕
发着勃勃生机，农业生产万象更新。

近年来，鹤山区农业农村局在
区委、区政府的支持下，坚持农业农
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的
大方向下，走出了一条产业发展、村
强民富、生态宜居的高质量发展道
路，展现出一幅可观可感的现代化
乡村振兴新图景。

粮安天下，农稳社稷。鹤山区
农业农村局制定了鹤山区2024年
春季小麦各生育期管理技术要点，
开展麦田苗情、墒情、病虫情的调查
工作，组织专家、农业技术人员把技
术送到田间地头，利用微信群、网络
平台、鹤农服等方式进行线上指导，
今年共播种小麦3.5 万亩，长势良
好，为夏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大力推动农业品牌创建。积极

对接申报名特优新农产品和绿色食
品。目前，鹤山红薯粉条、鹤山香椿
正在申报名特优新，鹤壁市无影山
农民专业合作社被评为中国农技协
科技技术小院。鹤山区农业农村局
被河南省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绿色视
频发展中心评为全省农产品质量安
全和绿色优质农产品发展县级先进
单位。

创建农药园区和农业产业链基
地。全力做好申报农药特色专业园
区工作，推进农药企业绿色发展、高
质量发展；以鹤壁市古辿种植专业
合作社香椿为主体创建现代农业全
产业链标准化示范基地。

同时，鹤山区在发展农村集体
经济上，发挥地域优势，坚持因地
制宜，多措并举，不断创新机制，目
前新培育娄家沟村高密度水产养
殖、王马庄村综合展销中心、井坡村
古法豆腐加工、石门村辣椒酱冷库
等4个村集体经济项目；大力培育龙
头企业，目前全区共有农业龙头企
业5家，其中省级龙头企业3家、市
级龙头企业2家，新申报市级龙头企
业3家，农业龙头企业的发展，有效
推动了农产品基地建设和农业产业
化经营，直接带动了农业产业结构
调整和农村经济发展。持续抓好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全区登记备

案的家庭农场达166家，工商登记
农民合作社102家、社会化服务组
织26家，其中国家级农民合作社示
范社1家、省级4家、市级9家、区级
6家，省级示范家庭农场1家、市级2
家、区级13家。今年2月，重点推荐
了鹤壁市人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
大桐树牧业有限公司申报河南省重
点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

在深入推进和美乡村计划
“1060”工程中，鹤山区完成“北斗七
星”“蜀汉风情”2个组团、13个村庄
建设。结合村情实际，找准组团定
位，合理谋划经济效益好、持续性
强、带贫效益大的产业项目；补齐短
板打造亮点，依托文旅产业、红色资
源、农产品深加工、陶瓷研制等本土
传统行业，进一步推动乡村建设向
纵深发展。同时，加大补齐户厕管
护、畜禽排污整治、乡风治理等方面
的短板弱项，切实提升辖区人民群
众幸福感和获得感。

“鹤山区大力推动农业品牌创
建，发展村集体经济，巧打‘特色产
业牌’，把更多的利益留给农民留在
农村，持续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鹤山区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
局长马合枝说。

□李萌萌

4月21日，走进位于鹤壁市山城
区石林镇西寺望台村的博龙种禽有
限公司立体式种鸡养殖基地，笔者看
到鸡舍中节能空调和空气净化系统
24小时运转，饲料、水通过电脑设置
精准发送，全自动流水线自动收集、
传送鸡蛋……这栋养着6万套种鸡
的四层楼房只需8个人便可打理得
井井有条，每个流程都是“一键操
作”，快速且有序。

养鸡产业逐步壮大，鸡粪污染也
随之成为一个棘手问题。为探索畜
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的多元途径，山城
区组织养殖企业不断外出学习，并鼓
励研制畜禽废弃物无害化处理设备。

“这是我们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
好氧微生物发酵罐，可以将畜禽粪便
经过7天的高温发酵，加工成优质有
机肥。”柳江科技有限公司生产部负
责人胡俊英介绍，该设备投入运行以
来，有机肥年产量达 4000 至 6000
吨，可增加收入近300万元。

近年来，为引导群众发展畜禽养
殖脱贫致富，山城区大力推进全产业
链养鸡模式，逐步形成了从种鸡饲
养、雏鸡孵化、青年鸡培育、订单式肉
鸡生产、品牌鸡蛋营销、畜禽粪污资

源化利用及清洁畜牧设备生产的全
链条养鸡产业格局，实现了从小规模
饲养到规模化、细分化、集群式发展
的转变，并扶持壮大了一批龙头企
业。

鹤壁柳江科技有限公司是鹤壁
市最大的蛋鸡生产基地，在企业引进
的集蛋分级设备生产线上，一枚枚新
鲜的鸡蛋从传送带上翻滚而下，经过
人工初检、清洗、裂纹检测、杀菌、分
级等工序后装箱，这条生产线每小时
能够收集鸡蛋6万枚。

目前，鹤壁柳江科技有限公司蛋
鸡存栏70万只，年产值2.2亿元。公
司打造的“柳江虫草蛋”“柳江五谷
蛋”等鸡蛋品牌销往全国各地。像鹤
壁柳江科技有限公司一样向科技要
效益的养殖企业还有很多，鹤壁市普
丰禽业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之一，作为
一家专门育雏高品质青年鸡企业，该
公司通过引进自动化设备，鸡舍可实
现全年恒温恒湿，干净舒爽的环境保
障了雏鸡的健康成长。

“我们产品现在目前远销全国各
地，设备能做到全部全自动上料、上
水，节省劳动力。”鹤壁市普丰禽业有
限公司负责人张小普表示，目前该公
司年出栏能达200多万只，年产值能
做到4000万元左右，通过采用相应

的设备，公司可以做到集约化，养殖
得越多，成本越低。

全链条发展，让鹤壁博龙畜牧机
械有限公司专注于研发生产畜禽废
弃物无害化处理设备，在处理鸡粪过
程中不需要添加任何辅料，鸡粪在设
备里经过7天的高温发酵，能够变成
价值不菲的优质高效生物有机肥，其
公司的发酵罐，能耗低、处理量大，为
养殖企业解决了粪污难题，已经销往
世界25个国家。

以培育养鸡产业龙头为重点，山
城区不断创新养殖产业发展方式转
变，形成了优质蛋鸡产业特色发展、
青年鸡和种禽饲养跨越式发展、畜禽
粪污资源化利用和畜牧机械设备生
产快速发展的全链条养鸡产业格局，
推动了全区90多家中小养殖企业高
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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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寻味记

淇滨区现代农业装上“数字引擎”

“一张图”带来生产结构之变

数字农业
养鸡产业
农业品牌

□李萌萌黄伟薄海红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鼓励

各地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特色产业，支

持打造乡土特色品牌。

当数字技术广泛应用在农村、农业

上，会催生出怎样的新模式新业态？当

“乡土特色”被数字化，又能给农民的生

产、生活带来哪些深刻变化？

在鹤壁市淇滨区的农业大地上，数

字田园、数字果园、数字菜园、数字菌

园、数字药园、数字牧场6类场景被打

造数字化应用样板。

在钜桥镇岗坡村饮马泉薯业合作

社大田基地建设了数字田园应用系

统，在大河涧乡牛横岭村仙果源种植

基地建设了数字果园应用系统，在鹤

壁禾盛种植基地建设了数字菜园应用

系统，在上峪乡桑园村食用菌种植基

地建设了数字菌园应用系统，在钜桥

镇三里屯村盛禾中药材种植基地建设

了数字药园应用系统，在上峪乡鹿厂

村淇水鹿苑建设了数字牧园应用系

统，安装了红外高清摄像头、虫情测报

灯、孢子捕捉仪、雨量监测站、土壤墒情

监测站、风速风向传感器、光照辐射传

感器等物联网采集设备，各式各样的

现代化智能装备“呵护”着淇滨区的乡

土特产茁壮成长。

农业品牌建设是实现质量兴农和

产业兴农的重要途径。今年，淇滨区

农业农村局以数字化带动农业品牌发

展，河南华淼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芦

笋、水果番茄，鹤壁农佳高效生态园的

缠丝鸭蛋，鹤壁淇水鹿苑工贸有限公

司的丹参茶、鹿茸酒、鹿肉，河南省万

祥牧业有限责任公司的绿壳蛋正在积

极申请“豫农优品”品牌，“一张网”“一

个码”“一根线”，成为淇滨区加快数字

农业发展的重要环节以及推动乡村振

兴的重要抓手。

从埋头种地到数字新基建，
数据成为新农资，带动乡亲抱团
发展。

智能温控、一键灌溉，湿度、
虫害等数据实时掌控……新基
建“一张图”上呈现着红薯苗每
个阶段的生长情况。

“这就是工厂化育苗，在恒
温恒湿的环境里培育各类不同
的红薯品种。数字技术的快速
发展，让我们能精准控制快繁中
心的通风、浇水、遮阳等系统，让

每一株薯苗得到悉心照顾。”4
月20日，位于钜桥镇岗坡村的
饮马泉薯业合作社甘薯脱毒快
繁中心内，合作社负责人蒋冬芹
介绍，在数字农业引领下，饮马
泉薯业合作社可年产脱毒种苗
逾1亿株，先后培育出淀粉型、
烧烤型、水果型等10多个品种
的红薯。

作为高产作物，红薯的品质
好不好、产量高不高，关键在薯
苗。成立近17年的饮马泉薯业合

作社目前已吸引329户村民加入，
能有如此成绩，在蒋冬芹看来，要
归功于数字技术的落地使用。

“作为国家首批数字乡村试
点之一，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
网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推动
淇滨区的传统农业向智能化、数
字化转型，类似饮马泉薯业合作
社的智慧农业园区，如今在我区
已有6个。”蒋冬芹说，在科技的
支撑下，“饮马泉红薯”品牌已经
走出河南，卖向全国。

从靠人力到靠算力，二维码
“摸清”农产品的“来龙去脉”。

从田间地头到餐桌上，人们
对农产品的质量和“来龙去脉”
有来自血脉里的追求，淇滨区立
足现状，创新方式方法，用一个
二维码把好农产品质量关，让人
们体会从“舌尖”安全到“舌尖”
幸福。

为推进农产品可溯化，淇滨
区农业农村局进一步完善了农
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信息平
台。推动二维码、无线射频识别
等数字技术在农产品质量安全
追溯上的广泛应用，全区设置仙
果源、禾盛等17个追溯点基地
检测数据实时上传、实时监管，

实现生产全程监控、田间到餐桌
的双向追溯。

目前，鹤壁市淇滨区龙岩种
植农民专业合作社、鹤壁市仟驰
菌业发展有限公司等22家农业
企业已通过审核，纳入溯源企
业，建立了羊肚菌、草莓等130
个溯源产品，创建生产档案203
个，生成溯源批次138批，打印
溯源标签 9080张。在此基础
上，加快推进食用农产品合格证
制度，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
化监管，并建立追溯管理与风险
预警、应急召回联动机制。

淇滨区作为鹤壁市主城区，
“菜篮子”成为一个重要的产
业。为将质量从源头上把好关，

保障淇滨区“菜篮子”供应，淇滨
区农业农村局积极培育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做好全区设施蔬菜
指导和统计工作，持续推进该区
设施蔬菜“百人指导千人培训”
工作，每月组织涉农乡镇负责人
和技术人员参加相关培训1次；
对全区设施蔬菜规模生产主体
开展调查；指导乡镇（街道）做好
蔬菜种植旬报、月报的填报工作
和调查资料上报工作，做到应报
尽报。做好全区经济作物推广
工作。一季度共出动指导人员
20人次，指导中药材、食用菌等
种植主体8家（次）。积极申报
2024年淇滨区中草药绿色高产
高效创建项目。

“一个码”带来生产方式之变

“一根线”带来经营方式之变

巧打特色产业牌
谱写富农新篇章

鹤
山
区

发展养鸡全产业链
向着畜牧强区迈进

山
城
区

鹤壁市普丰禽业有限公司厂区

鹤壁柳江科技有限公司鸡蛋通过传
送带进入分拣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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