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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宋广军通讯员刘艳红

6月1日，在禹州市方岗镇昌王村的麦田里，驾驶员
刘亚辉开着秸秆打捆机，顺着麦垄来来回回地把收割机
收割后抛下的秸秆收起、挤压、打捆。等候装车的养殖
户开着三轮车等在地头，够车了装上就走。

“存不住，一点儿都存不住！100多家养殖户都在
抢着要！”刘向朝的禹州市大康农业有限公司位于方岗
镇刘屯村，麦收期间从事秸秆收集销售。自打麦收一开
始，他的电话就天天响个不停，全都是订购麦秸秆的。

据刘向朝介绍，他没想到今年麦秸秆这么吃香，
“抢”秸秆大战提前打响。方岗镇除了小户收购外，大型
养殖户就有两家，周边顺店、火龙、鸿畅等外乡镇的也纷
纷提前预订、收购秸秆，慢一点儿就有可能被别人抢走
了。

目前，刘向朝的4台打捆机日夜不停抢收，已在刘
屯、昌王、和沟、方北和邻近的火龙镇葛村、火山赵等村
打捆4000多亩，抢收秸秆1700多吨。

刘向朝算了一笔账：“每捆秸秆50斤，一亩地能打
800多斤，每捆4~4.5元，一亩地额外收入六七十块钱，
群众谁也舍不得烧。”

刘向朝今年提前准备了2000多平方米秸秆堆放
场，谁知道一个也没用上。每天的秸秆打捆后，就被等
候在地头的养殖户抢购一空。鸿畅镇一家存栏300多
头牛的养牛场老板，是刘向朝多年的老客户，早早预约

“有多少要多少”，可刘向朝不敢答应，“好多都是老客
户，咱也得讲点信誉啊。都给他了，就把大家伙儿给得
罪了，以后咋见面呢？”

看着秸秆被抢得不可开交，刘向朝只好给机器加足
油，安排饭店的大厨把油馍、包子、豆浆、焖面、鸡蛋汤、
饺子等丰盛的饭菜送到田间地头，还给打捆机师傅开出
了每天400元的工资，尽可能地多收秸秆、收好秸秆。

“走，继续开工！”傍晚8时许，刘亚辉坐在地埂上，
匆忙地扒拉一碗烩面，放下筷子擦擦嘴，拿瓶矿泉水就
又钻进了打捆机的驾驶室内。

“抢”秸秆“三夏”探新

6月2日，在商水县郝岗镇
郝外村田间，叉车把打捆好的秸
秆装车外运，存放在秸秆收购站
点统一销售。 吕耀光摄

6 月 2 日，
在夏邑县中峰
乡朱双楼村刚
收割过的农田
里，秸秆打包机
将打捆的秸秆
装车。夏天摄

□本报记者刘景华通讯员张海军

中成药片剂生产线开足马力，瓶装的、盒装的“黄连上清片”
“银翘解毒片”顺着传送带奔驰而来，一分钟8万片！全部自动化
打包装箱，当天销往全国。这是记者近日在位于卢氏县开发区的
乐氏同仁三门峡制药公司看到的繁忙生产景象。这家企业年产
值50亿元，原材料中有一半来自卢氏县内，带动全县中药材种
植、加工产业升级换代。这是卢氏县创建零碳发展示范区亮丽风
景线中的一个缩影。

“卢氏是河南省面积最大的县域，4037座山峰，2400多条河
流涧溪。空间大、潜力大，资源多、优势多，还蕴藏着丰富的风、
光、水电等清洁能源。我们奋力创建零碳发展示范区，让资源和
能源拉起手，带起现代化建设新节奏，跑出了高质量发展的加速
度。”5月31日，卢氏县委书记胡志权说。

资源丰饶零碳发展潜力大

近年来，像乐氏同仁这样的中药材生产加工企业，卢氏县招
商引资、建设培育了8家，仅去年下半年至今，就有瑞之恒、涵越
健康、中锦园3家药厂建成投产，其中，萃取产能排名全国前五位
的瑞之恒药业，拿到了连翘提取物等40个生产批号，一直加班加
点生产，年加工中药材近万吨。

卢氏古称莘川，是全国十大中药材生产基地县。龙头企业带
动，资源优势彰显，群众直接受益。“县内各家药厂大量要货，卢氏出
产的大宗药材价格上涨了两三倍。”卢氏县杜关镇龙王庙村种植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马占军说，“全县百十家农民专业合作社都和瑞之
恒等县内药厂签有保底收购合同，我们一心生产，增产增收。”

卢氏县地上地下资源富集、物产丰饶、特产荟萃，仅农产品方
面，卢氏连翘、卢氏核桃、卢氏蜂蜜、卢氏木耳、卢氏鸡绿壳蛋、卢氏黑
猪，都是中国地理标志产品，数量全省最多，绿色、有机、无公害和中
国地理标志“三品一标”产品数量多达106个，全省名列前茅。全县
森林覆盖率超过70%，其中长江流域地区森林覆盖率超过90%，作
为中国“天然氧吧”和“全国深呼吸小城十佳示范城市”，卢氏的好山
好水好空气，也是得天独厚的优势资源，为零碳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能源助力零碳发展动力足

立足资源禀赋基础和作为国家级生态功能区、南水北调水源
涵养区的定位，卢氏县提出绿色、循环发展理念，加快建设零碳发展示范区，实施

“源网荷储一体化”“农工贸游一体化”“文旅医养一体化”“多园协同一体化”等七
大体系建设，创新发展路径。其中，以增量配电网建设为主要内容的“源网荷储
一体化”能源利用体系，将成为调整能源结构的主抓手和绿色产业发展的动力
源，仅“风电”这一项，全县就可新增发电装机90万千瓦以上。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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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河南稻米更好吃
省农科力量推动稻米产业高质量发展

□李丽焦莫寒

河南是全国典型的稻麦两熟区，
河南水稻栽培历史悠久，沿黄稻区是
全国重要的粳米产区。河南更有优质
好吃的粳米！“好吃”的背后，是什么？
走，去地里看看。

划行、分种子、撒种、插标签、做标
记……省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所水稻
研究室主任王亚博士正带领团队在田
间试验。“育秧、插秧、选种、考种，这些
工作我们年年做，从水稻食味入手，选
育优质、高产、稳产、适应性广的好品
种。”王亚说。

“让河南稻米更好吃！”省水稻产
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省农科院粮食
作物研究所研究员尹海庆总结，近5年
来，依托院县共建、乡村振兴等项目，
水稻研究室在豫南、豫北两大稻区建
立示范基地10多个。在沿淮稻区的息
县、商城县、光山县以及沿黄稻区的原
阳县、范县等地，依托有实力的合作社
和家庭农场，建成了一片片优质香粳
稻核心示范区和标准化生产基地，孕
育着越来越好吃的河南稻米。

河南有好吃的稻米
万里黄河长，好米看原阳！“看看

我们水稻、瞧瞧我们的大米。”原阳县
太平镇水牛赵村党支部书记赵俊海跟
着村里的年轻人学用新媒体，他注册
了抖音账号，宣传推广水牛赵村生产
的特色生态大米产品“水牛稻”和“水
牛赵”。据了解，目前“水牛稻”生态稻
蟹大米每斤售价均在8元以上，稻田蟹
的售价每斤可达 80元，并且供不应
求。水牛赵村的“一稻一蟹”模式综合
亩产值可达12000元以上。

黄金晴是最初很多人知道的原阳大
米老品种。针对水牛赵村优质稻米品种
单一和老品种退化的产业突出问题，省
农科院引入培育了食味更优、产量更高
的郑稻C42、水晶3号等水稻新品种，同
时指导该村对黄金晴大米进行品种提纯
复壮，为复兴原阳大米提供品种保障。

“自2019年以来，省农科院水稻团
队带来了多学科、多领域的专家，2023
年，我们村种上800亩郑稻C42，按每公
斤12块钱的价格卖给全国供销总社等
单位，因为郑稻C42的产量更高，这样算
起来，村里种的这个新品种比种黄金晴
能多收入96万多元。”赵俊海说，“这样
一来，大家的种植热情更高了，‘水牛稻’
和‘水牛赵’的名气也叫响了。”

水牛赵村的“弱碱米”“蟹田米”等
稻米产品顺利卖向全国，也让消费者
明白原阳大米不仅只有黄金晴。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记者李燕见习记者陈炫羽

6月2日清晨，记者从睢县县城出发，沿343国道
一路向东行驶约20分钟，在岔路口右拐便驶入了周
堂镇黄堂村。村子里，一排排大棚鳞次栉比。在黄
堂云瓜园大棚前，采购商正将选购好的蜜瓜装车运
往郑州。

“自从村里的公路与县、乡互通后，越来越多的
采购商来到我们这里收购农产品，这真是我们的‘致
富路’。”黄堂云瓜园负责人吴国军高兴地说。

从黄堂村向北出发来到尤吉屯乡马吉营村的田
野上，金黄的麦浪随风起伏。记者站在田间，耳边不
时传来联合收割机的轰鸣声，眼前是村民们忙碌而
有序的身影。

“以前收麦子，村里的路不好走，农用机械很难
进来，收割和播种往往需要花费十天半月的时间。”
正在田间收割小麦的马锦玉老人向记者介绍，现在

随着农村公路的建设，道路平整宽阔，农用机械可以
轻松进入田间，连收带种，一天就能搞定。

记者跟随马锦玉走在乡村的公路，体验这里因
“四好农村路”建设带来的巨大变化，只见路面平整
干净，两旁的绿化树木郁郁葱葱。马锦玉告诉记者：

“这些路不仅让农活儿变得轻松，村里的小麦、玉米、
蔬菜等农产品也可以方便快捷地运往市场。”

与马锦玉道别后，记者沿着睢县的乡村公路继
续前行。胡堂乡路肩两侧的紫荆、白庙乡栽植的桃
树、后台乡种植的法桐，一条条生态廊道展现在人们
面前。睢县的农村公路与乡村旅游充分融合，为乡
村旅游项目引来了游客，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活力。

“2020年以来，睢县累计投入农村公路建设专项
资金6.1亿元，改造提升县乡公路95.8公里，新建通村
公路310.807公里，危桥改造88座，生命安全防护工
程216公里。”睢县政府调研员周继强向记者介绍。

不知不觉车辆已经行驶到河堤乡焦庄村，这里

隐藏着一家返乡创业的企业——河南居乐鞋业有限
公司。创始人焦向东是土生土长的焦庄村人。焦向
东说：“之所以选择在自己的家乡办厂是因为，与常
州、盐城等城市相比场地、人工费可以大大节省，现
在乡村公路运输方便，所以选择了返乡创业。”

睢县素有“中国鞋都”美誉，截至目前，睢县先进
制造业开发区已入驻鸿星尔克（商丘）实业有限公
司、中乔（河南）体育有限公司等制鞋、鞋材及工贸企
业596家，产能3.5亿双，产值近200亿元，鞋材配套
能力达90%，制鞋从业人员达5万余人。

随着睢县“四好农村路”的建设，全县境内农村公
路，已基本形成干支交错、乡乡互通、村村相连的公路
网络。随着交通的便利，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
择返乡创业，一条富民产业经济带也随之蓬勃发展。

返程的路上，记者看到村民们正忙碌着收割庄
稼、播种新苗，睢县大地处处焕发着生机与活力，也
展现了“四好农村路”建设给乡村带来的巨大变化。

睢县乡村路相连 业兴人气旺

要想富，先修路；修好路，有出路。修好一条公路，搞活一片产业，带富一方百姓。近年来，交通运输等有关部门和各地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
策部署，持之以恒、攻坚克难，“四好农村路”建设成效显著，农村公路成为老百姓家门口的致富路、幸福路、连心路、振兴路。新时代新征程，为持续推
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本报即日起开设《四好农村路 越走越宽阔》栏目，全面报道我省各地因地制宜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农村公路，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的经验实践，敬请关注。

开
栏
的
话

五常米、胚芽米、有机稻米、寿

司米、蟹田香稻米……逛一下超市

粮油区，一袋5kg的稻米从30多元

到80多元都有，某款国产香米都要

近200元。从品种、品质到品牌，优

质稻米市场前景可观。

河南稻米，一直在努力。以原

阳大米为代表的沿黄优质大米曾

享有“天下第一米”的美誉。河南好

稻米何以走上复兴？河南省农科

院水稻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

长期致力于优质粳稻新品种选育

和栽培技术研究、示范推广，曾为沿

黄稻区水稻推广作出突出贡献。

品牌的背后，是品种的科技支撑。

河南省农科院水稻研究团队从老

百姓“吃好”的消费需求出发，致力

打造“河南味稻”。从水晶3号、郑

稻18、郑旱10号，到郑稻201、郑稻

C42、郑稻22……数十年的潜心研

发，这些品种已经在生产上发挥了

巨大作用，成为“河南味稻”品牌打

造的“芯片”，它们支撑着原阳大米、

范县大米、息县香米等区域品牌的

复兴……但品牌不能只靠品种来

“单挑”，希望从品种培育、产品营销

等方方面面携手发力，助力河南稻

米早日复兴。

四好农村路四好农村路四好农村路四好农村路 越走越宽阔越走越宽阔越走越宽阔越走越宽阔

本报讯（记者杨远高）6月3日，记者
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截至6月 3日 17
时，我省已收获小麦69826982万万亩，约占全
省种植面积的81.9%。当日投入联合收割
机88..44万万台，日收获小麦651651万万亩。

目前，周口、漯河、许昌麦收基本结
束，开封、平顶山麦收大头落地。商丘已
收获小麦 641.3 万亩，占播种面积的
68.5%；新乡已收获小麦323.4万亩，占播
种面积的52%；洛阳已收获小麦276.1万
亩，占播种面积的78.6%；郑州已收获小麦
205.3万亩，占播种面积的90%；安阳已收
获小麦149.5万亩，占播种面积的34.1%；

焦作已收获小麦95.1万亩，占播种面积的
37.9%；濮阳已收获小麦63.6万亩，占播种
面积的 17.9%；鹤壁已收获小麦 43.4 万
亩，占播种面积的31.5%；三门峡已收获小
麦21万亩，占播种面积的18.4%；济源已
收 获 小 麦 13.7 万 亩 ，占 播 种 面 积 的
41.8%。

据了解，全省夏播农作物面积已达
40254025..44万万亩，占预计播种面积的44.7%。
粮食作物已播种31573157万万亩，占预计播种
面积的46.4%（其中玉米2700万亩、水稻
403万亩、大豆43万亩）；花生已播种590590
万万亩；瓜菜已播种162162万万亩。

麦收过八成 夏播四成多

□本报记者吴向辉

“三夏”麦收忙，遍地铺金黄。在信阳市平桥区
龙井乡的麦田里，一辆辆秸秆打捆机将收割后的秸
秆“吞下”、压实，再“吐出”，一垛垛打成捆的秸秆摆
放有序，成为“三夏”时期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打包成捆的秸秆将被制成饲料、肥料、燃料等，
既增值增收，又减少环境污染，实现了秸秆‘变废为
宝’，解决了农户‘丰收后的烦恼’。”龙井乡东亮畜牧
家庭农场负责人屈东亮介绍，夏收期间，农场已收储
小麦秸秆1000余吨。

河南是全国13个粮食主产省区之一，农作物秸
秆可收集资源量近8000万吨。近年来，我省坚持

“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农用优先、多元利用、疏堵结
合”的原则，将“生态包袱”变“金色财富”，让秸秆发
挥大作用，形成了秸秆肥料化、饲料化、基料化、原料
化、能源化“五化”秸秆综合利用新格局，秸秆综合利

用率达93.8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取之于田，反哺于地
“自从实施秸秆还田后，省了不少事，过去不知道

怎么处理的秸秆也有了着落。”5月31日，永城市演集
街道曹楼村村民曹心文看着麦田里隆隆作响的收割
机说，“经过深松和两遍旋耕以后，就可以播种了。”

眼下，曹楼村的抢收、抢种正如火如荼进行。收
割机驶入一片成熟麦田，“吞下”一株株麦子，再将粉
碎后的秸秆抛撒在田间。该村党支部书记郭淑娅介
绍：“几年前，大家对秸秆还田认可度还不高，但是经
过这几年的实践，大家发现秸秆还田既可以增加土
壤养分，还能保水保肥，提升粮食产量。”

根据全国主要农区监测结果，秸秆还田后土壤
有机质平均增幅在5%~7%之间，作物增产幅度在
2%~4.5%之间。在我省，肥料化是秸秆综合利用的
主要方式，目前全省秸秆肥料化比例达75%，每年约

5500万吨秸秆还田。
田地是秸秆最主要的去处，如何实现科学还田，

更好发挥秸秆还田后的生态效应？眼下，我省正分
区域、分作物示范推广翻埋、碎混等还田技术模式，
以更好发挥秸秆在提高土壤肥力、改善土壤性状等
方面的重要作用。

“肥料化利用已有一定规模基础，但还存在还田
质量不高的问题。接下来，要在利用技术水平上下
功夫，提升肥料化利用的质量。”省农业农村厅相关
负责人表示。

“将小麦秸秆回收，经过可控限氧的高温碳化
技术，可制成碳基肥和生物源水溶肥、叶面肥。”博
顿碳业科技（郑州）有限公司负责人项欣欣介绍，目
前，该企业通过“秸秆离田、碳基还田”，可处理10
万亩农田产生的秸秆，生产的碳基肥料将促进作物
高产丰收。

（下转第二版）

“秸”尽所能 聚“秆”成金记者
观察

麦收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