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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南省盛田农业有限公司，每天一大早，“三粉”加工
车间的工人们在经过更换工作服、穿戴头套鞋套、全身紫外
线消毒等一系列严格程序后，便通过两道密封门进入密封式
车间内，开始一天的工作。车间内智能化流水生产线上，实
现从红薯淀粉到各式宽粉的加工、切割、分拣和装袋。

“我们在火锅店吃到的宽粉，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生产
的。”该公司董事长孙溪峰介绍，目前公司产品已通过美国
FDA食品安全认证和HACCP工厂管理体系认证，红薯粉
条、紫薯粉条通过国家A级“三粉”质量认证和绿色食品认
证。

据悉，盛田公司自创建以来，致力于红薯种植与“三粉”
精深加工和农业生态园区建设，粉条的生产保鲜及运输全部
实现了自动化，目前拥有一条日产8吨的河南省首家、国内
最先进的第六代鲜粉条生产线，公司获批为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企业主打产品禹州粉条、红薯鲜粉条、紫薯鲜粉条、红薯
焖子、红薯粉皮、红薯淀粉等先后获得“2022年全国知名·河
南品牌”、中国“绿色食品”认证、国家A级“三粉”产品质量认
证、农业农村部“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被评为“中原十大特
产品牌”，红薯方便鲜粉条荣获第二十三届中国杨凌农业高
新科技成果博览会“后稷奖”，初步形成了促进生产生活生态

“三生同步”、一二三产业“三产融合”、农业文化旅游“三位一
体”发展的田园综合体的建设格局。2024年2月，盛田农业
百年粉坊被认定为第三批中华老字号。

为提升禹州“三粉”知名度和影响力，有效推动“三粉”产
业高质量发展，该市积极组织申报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地理
标志农产品和“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目前共认定“全国名
特优新农产品”9个、绿色食品农产品17个、地理标志农产品
6个，建成国家级“一村一品”示范村2个、省级“一村一品”示
范村3个。

从田间到餐桌，从源头到终端，一颗小红薯串起了一条
产业链，在农业产业化发展新征程上，禹州“三粉”正以崭新
的姿态驶入产业发展快车道。

禹州三产融合
跑出“三粉”产业发展加速度
□宋广军化红军康晓灿刘艳红文/图

禹州市地处伏牛山余脉豫东平

原过渡地带，山、岗、平各占三分之

一，山岗地因土层厚、弱碱性、富含钾

而非常适合高淀粉薯的种植。据史

料记载，禹州已有300多年红薯种植

历史和100多年红薯加工历史，素有

“粉条之乡”之称。近年来，该市通过

发展标准化种植、培育龙头企业、打

造知名品牌等一系列有力举措，加快

推动三产融合，将小红薯做成了带动

群众增收致富的大产业。

源头发力 育苗种植标准化

4月 18日，在位于禹州市古城镇唐凹村的
功夫家园种植专业合作社红薯育苗大棚内，几
十名村民有序散布在田垄间，熟练地将薯苗自
地面以上剪下，整齐地摆放在一旁，最后一捆捆
装入在大棚外等待的运苗车上，发往三门峡、洛
阳等地。

“这个大棚育的是‘西瓜红’品种，今天出圃
的是第一茬薯苗，有20多万棵，随后还能再出
五六茬。”该合作社负责人魏金强说，由于采用
的是水肥一体化种植，育出的薯苗粗壮、成活率
高、红薯产量高，周边和外地的种植大户都争相
抢购。

据介绍，该合作社目前育有60余亩薯苗，包
含西瓜红、水晶紫、济薯25、商薯19、烟薯25等十
几个品种，除了满足自身种植，在周边及外地的薯
农中也非常畅销。魏金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这
个大棚面积有两亩多，按一批薯种出七茬薯苗、每
棵薯苗1毛钱售价来算，单这一个棚里就能收入
两万元左右。

“合作社除了有60多亩育苗大棚，还流转了
4300多亩土地推行标准化种植，出产的蜜薯品相
好、口感甜，用于‘三粉’加工的淀粉含量高。还建
有红薯加工厂，在销售薯苗、鲜薯的同时，将收获
的鲜薯加工成薯片、薯条、薯泥等，提高红薯附加

值。”提起合作社的业务，魏金强显得很兴奋，他
说，由于有多年的育苗种植经验，自己经常为周边
的薯农提供技术帮助，到了收获季节，合作社还将
薯农的红薯回收到加工厂，让乡亲们的劳动成果
在家门口就变成真金白银。

像魏金强这样进行标准化育苗种植的“红薯
大户”，禹州市目前有三十余家。近年来，该市依
托数百年红薯种植历史基础，从育苗源头抓起，持
续调整品种结构，不断推进红薯标准化种植。

该市坚持满足红薯“三粉”加工淀粉原料需求
导向，积极发展豫薯12、商薯19、郑红22、济薯
25、徐薯18等高淀粉红薯品种，配套落实高产栽
培措施，有序实现淀粉型红薯品种的更新换代；围
绕时尚、快捷、养生等市场消费需求，引进种植了
高花青素、高胡萝卜素等鲜食型品种，有效促进红
薯种植效益稳定提升；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
头，依托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农业新型经营主
体，手把手、面对面进行种植技术指导，并通过广
播宣传、技术培训、印发明白纸等系列措施，推广
普及红薯标准化生产技术；积极引导支持薯农采
用水肥一体化、杯苗扩繁等技术进行育苗，除满足
本地种植外，通过大棚上网络直播、出了大棚上飞
机高铁，每年销往全国各地的红薯苗达1.35亿棵，
产值超千万元。

龙头带动 “三粉”生产规模化

在位于禹州市磨街乡大涧村的禹州市实德农
产品有限公司，纯红薯淀粉经过和面、制浆、成型、
熟化、冷冻、晾晒、切割等数十道工序后，便成为人
们餐桌上的一道美食原材料——红薯粉条。

“我们采用的是传统加工工艺，保留了原汁
原味的口感与特点。”该公司负责人王智博说，实
德公司是一家新建成的集红薯种植和“三粉”加
工、销售于一体的企业，去年12月份才正式投
产，目前主要生产手工粉条、粉皮、酸辣粉、宽粉、
水晶粉等红薯制品。公司虽然建成投产的时间
不长，但在粉条加工过程中严把质量关，产品一
上市便深受消费者青睐，仅去年12月份就生产
红薯粉条80万吨、酸辣粉20万吨，产值达200万
元左右，北京、新疆、湖北、浙江等地的农产品市
场和商超对产品的反响都不错。

王智博介绍，公司还与大涧村合作，成立了专
业的红薯种植合作社，采用“公司+合作社+农户”
的方式，吸引了当地及周边不少群众参与进来，目
前，红薯种植面积近2万亩，种植与加工环节已带
动就业200余人。下半年，公司打算再上一条粉
条生产线和一条淀粉生产线，为乡亲们提供更多
的就业机会。

“平时既能照顾到老人孩子，每个月还有
4000多块钱的收入，俺知足得很哩！”在实德公司

从事粉条加工的留守妇女李成圆着实为自己在家
门口找到工作感到高兴。

禹州市实德农产品有限公司是该市以培育龙
头为抓手，推动“三粉”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
影。

依托百年红薯加工历史资源，该市坚持挖掘
传承禹州红薯“三粉”传统生产技艺和推进科技
研发产品创新两个导向，既生产具有禹州传统特
色的粉条、粉面儿、焖子、粉皮等“三粉”产品，又开
发出红薯酸辣粉、红薯条等快餐类产品。同时，积
极搭建平台、引进人才技术，培育出河南省盛田农
业有限公司、禹州市张家农产品有限公司、禹州市
福源三粉加工有限公司等一大批“三粉”加工龙头
企业。

目前，该市拥有颇具规模的“三粉”加工企业
近200家，其中，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家，
许昌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3家，禹州市级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家、省级农业产业化集群1
个。以河南省盛田农业有限公司为核心建成省级
农业产业化联合体1个。2023年，全市共加工鲜
薯80万吨，生产淀粉24万吨，加上外购红薯淀
粉，共计加工粉条、粉皮和红薯鲜粉条、紫薯鲜粉
条超65万吨，产值突破15亿元，禹州市入围河南
省红薯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整合资源 产业发展品牌化

盛田农业百年粉坊红薯粉条传统工艺

河南省盛田农业有限公司“三粉”加
工车间生产场景

禹州市古城镇功夫家园种植专业合作社红薯育苗大棚内，村民
正忙着剪薯苗

红薯粉条

红薯酸辣粉

紫薯鲜粉

红薯焖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