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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当乡村振兴弄潮儿

河南持续做好粮食安全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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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 6 月 8 日，河南省济源市五龙口镇沁河滩区麦

田里，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收打小麦。

李培献摄（中经视觉）

图图②② 9 月 21 日，西藏拉萨市林周县边林乡当杰村

的村民在收集秸秆。 新华社记者 觉 果摄

图图③③ 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横渡镇大横渡村，稻田

逐渐转黄，与村居、青山共同构成一幅美丽的田园画卷。

林利军摄（中经视觉）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作为农业大省、粮食大

省，河南坚决扛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民生责

任，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落到田间地头。

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表示，农业强，首先粮食产

业要强。河南粮食产量占全国的 1/10，小麦产量占

全国的 1/4，在端牢中国人的饭碗上具有举足轻重的

影响力。坚定落实“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方面有新

担当新作为”等重大要求，河南持续打好粮食生产这

张王牌，稳住农业基本盘、筑牢“三农”压舱石，累计

建成高标准农田 7580 万亩，粮食产量连续 5 年稳定

在 1300 亿斤以上。

推进种业攻关

河南农作物供种能力约占全国的 1/10，全国小

麦推广面积前 10 位品种中河南占了 4 个，在玉米、花

生、大豆、芝麻等制种供种上优势明显。近年来，河

南加快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建设，在打好种

业翻身仗上展现河南担当。

为认真落实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筑牢产粮大省

根基，扛稳粮食安全重任，河南在政策方面率先发

力，要求河南各地各部门持续做好粮食这篇大文

章，到 2025 年，全省粮食面积稳定在 1.6 亿亩以上，

粮食产量稳定在 1300 亿斤以上，粮油加工转化率达

90%以上，粮食产业经济总产值达 4000 亿元以上。

要加快现代种业强省建设，通过整合种业科技资源

和力量，加快建设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推

动神农种业实验室成为国家种业实验室的重要组

成部分。

眼下，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花生产业技术体系

首席科学家张新友，中国工程院院士喻树迅，中国

工程院院士、小麦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许为钢⋯⋯

一大批国内外知名的种业科技专家汇聚在“中原

农谷”，为种业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

“河南省是育种、繁种、用种、供种大省，但

还不是种业强省。”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

建设指挥部工程部负责人金荣生介绍，为进一

步 护 好 大 国 粮 仓 ，加 快 推 进 种 业 科 技 自 立 自

强，今年 4 月份，河南省政府出台《“中原农谷”

建设方案》，聚焦国家种业、粮食安全重大需

求，实施创新驱动、优势再造战略，打造要素

共享、协调创新、具有独特品牌优势的“中原

农谷”。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河南省委将

实施创新驱动、科教兴省、人才强省战略作

为‘ 十 大 战 略 ’之 首 ，重 构 重 塑 实 验 室 体

系，建设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组

建 神 农 种 业 实 验 室 ，规 划 建 设‘ 中 原 农

谷’，着力打造现代种业强省，努力把种

子 这 个 农 业‘ 芯 片 ’牢 牢 握 在 自 己 手

里。”河南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周霁

介绍，河南全省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超过 97%，良

种对粮食增产贡献率达到 45%。目前，河南小麦年

供种能力为 36 亿斤，约占全国的 38%，其中 10 亿斤

销往省外。

做好耕地文章

今年，在农技人员和广大农民群众共同努力下，

河南克服去年特大洪涝灾害、小麦晚播、长势偏弱等

不利影响，狠抓田间管理，加强病虫害防治，夏粮生

产取得总产 762.61 亿斤的好成绩，发挥了“中原粮

仓”的重要作用。针对持续高温少雨天气，河南坚持

一手抓防汛、一手抓抗旱，迅速组织动员力量抗旱保

秋，确保秋粮丰产丰收，力保全年粮食产量稳定在

1300 亿斤以上。

成绩的背后，是河南做好耕地这篇文章的持久

努力与付出。耕地是红线更是底线，也是稳产增收

的根本。近年来，河南把粮食安全作为重要政治责

任，守牢耕地保护红线，认真落实惠农补贴。“耕地是

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我们像保护文物、保护大熊猫

那样来保护耕地，严格落实党政同责，确保耕地主要

用于粮食和棉、油、糖、蔬菜等农产品生产，高标准农

田全部用于粮食生产。”周霁介绍。

河南在严守耕地红线的同时，注重高标准农田

建设，越来越多的“望天田”变成了旱涝保收的“高产

田”；坚持“向科技要粮”，大力发展智慧农业，加快推

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让“藏粮于技”走进现实。

在开封市尉氏县张市镇沈家村高标准农田里，

沈家村党支部书记石长锁介绍，沈家村建设的 5G 智

慧农业云平台，实现了智能灌溉、土壤墒情监测、苗

情虫害监测、气象灾害预警等多个数字化应用，农户

通过手机即可实时了解小麦生长情况，还可以通过

AI 智能模拟土壤墒情、虫害发生和气象发展趋势。

根据尉氏县农业农村部门对首批近万亩高标准

农田效益分析：该批农田亩均粮食产量提升 30%，每

亩人工费下降 55%，亩均收入增长近一倍，还有效实

现了避免过度使用农药、化肥等。近年来，尉氏以“耕

地、水利、科技、政策”为关键点，坚持“藏粮于地、藏

粮于技”战略，把粮食生产作为最大的政治责任来

抓，立足本职、忠实践行、创新举措，高质量建设高标

准农田，不断完善农田基础设施。截至目前，全县累

计完成投资 12.68 亿元，建成高标准农田 95 万亩，农

业基础设施得到显著改善，农业现代化进程稳步

推进。

数据显示，今年前 7 个月，河南信息通信业累计

完 成 农 村 地 区 网 络 建 设 投 入 44.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1.8%。在数字化背景下，手机成为“新农具”，数据

成为“新农资”，直播成为“新农活”，智慧农业为乡村

振兴带来了更多可能。

近年来，河南实施新一轮高标准农田建设，

累 计 建 成 7580 万 亩 ，总 面 积 居 全 国 第 二

位。此外，河南突出抓好水利这个命脉，加快重大水

利工程建设，加大灾后重建力度，稳步提升地力和粮

食产能，确保耕地数量不减、质量不降。

延伸产业链条

既要种好粮，更要用好粮。近年来，河南以“粮

头食尾”“农头工尾”为抓手，树牢“大食物观”，做强

特优农业，不断延伸粮食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

供应链，让“小农户”牵手“大市场”，提升种粮比较效

益。全面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

全”要求，建立防疫生产双线运行机制，着力保障农

产品物流畅通，实现货畅其流。

如果说润滑油和食品安全有关系，很多人会感

到不解。其实二者关系很大。漯河市市场监管局食

品生产安全监管科科长张晓亮表示，食品企业的生

产设备都会用到润滑油，生产过程中如果有润滑油

进入食品中，势必对食品安全造成威胁，因此使用食

品级润滑油是必然要求。

位于河南漯河的河南倍佳润滑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就是这样一家研发食品级润滑油的企业。倍佳科

技董事长胡纪根介绍，全球公众健康和安全组织

（NSF）是对食品级润滑油开展国际认证的权威机构，

公 司 的 产 品 已 通 过 了 该 组 织 H1（生 产 配 方）和

ISO21469（生产体系）的双认证。目前取得双认证的

企业，全球一共只有 17 家。

倍佳科技所在的园区，汇聚了双汇、可口可乐等

大型食品企业。如今，园区内的食品企业不用再千

里迢迢从国外进口食品级润滑油，近在咫尺的园内

企业就能完成产业链上下游的延展对接。在这里，

食品加工的产业链延伸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原材料、

制成品的生产转移，而且还覆盖了食品工业生产要

素的方方面面。

倍佳科技是当前河南着力延伸粮食产业链条

的一个缩影。目前，河南省粮油加工转化率达 80%，

主食产业化率达 65%，农产品加工业已发展成为万

亿元级产业，生产了全国 1/2 的火腿肠、1/3 的方便

面、1/4 的馒头、3/5 的汤圆、7/10 的水饺，三全、思

念、白象等品牌享誉海内外，不仅丰富了国人厨房，

更走上了世界餐桌。十年来，河南持续深化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造“一县一业”“一村一品”，推

动酒业、奶业、中医药业振兴，优势特色农业产值占

比达 57.8%，农产品加工业成为河南第一大支柱产

业，河南“国人粮仓”“国人厨房”“世人餐桌”的地位

不断提升。

我叫张蕾，陕西杨凌人，是一名“85 后”。

杨凌是我国第一个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

示范区，也是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唯一的农业特

色自贸片区，昔日的偏僻小镇现在已发展为在

海内外颇有影响力的“农科新城”。

成长于这样的环境，让我对“三农”有天然

的亲近感。2010 年大学毕业后，我先是留在

城市工作，但一直惦记着为乡亲们做点事。反

复权衡后，2013 年我选择了返乡自主创业，将

事业重心放在家附近的咸阳市武功县，从事农

产品电商。

从零开始的“新农人”之路并非坦途。为

了筹足货款，我经常拆东墙补西墙、借朋友赊

客户。没有销售路子就自己跑市场，常常为了

采收到高品质产品而进村入户。

那时，电商特别是农产品电商在西北农

村还是个新名词。我虽有一腔热情，但由于

生鲜农产品收储不当，创业之初就遭受了不

小的损失。那时候亲戚朋友都劝我不要干

了，但我不想认输，开弓哪有回头箭。经过

市场调研和专家指导，我决定利用咸阳“马

栏 红 ” 苹 果 等 区 域 品 牌 效 应 ， 努 力 拓 展

市场。

后 来 ，省 市 县 都 在 鼓 励 发 展

电 子 商 务 ，打 造“ 买 西 北 、卖 全

国”营销模式，县财政每年还设

立 千 万 元 规 模 的 电 子 商 务 发

展扶持基金，陕西首个“智

慧 县 域 +普 惠 金 融 ”蚂

蚁金服项目也在武功县落地。得益于各界

的支持，我告别了单打独斗，创办了微艾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和兴农达种植农民专业合

作社，公司和合作社的资金等问题也得到有

效解决。

农产品要卖得好，既要有品牌，更要重品

控。在创业实践中，我认识到，只有时刻把品

质管控挂在嘴上、拿在手上、放在心上，才能在

市场竞争中走得更远。我狠抓农产品生产种

植各环节，积极反哺种植户，从源头上搞好果

园建设。通过不断努力，我们稳定了货源又获

得了客户，产品逐渐得到市场的认可和消费者

的信赖。

经过多年发展，合作社已经涵盖苹果、猕

猴桃、大枣、甜瓜等 20 多个品类，销售额实现

快速增长。为了进一步扩大合作社发展规模，

县农业农村局、电商服务中心等部门和单位为

我出谋划策，帮我争取项目和资金。在大家的

帮助下，投资 500 万元的猕猴桃分拣及冷库仓

储中心建成投用。这一项目在解决周边县区

猕猴桃仓储问题的同时，还拓宽了 300 多户群

众的就业增收渠道。

我坚信，人生惟有奋斗才能取得成功，惟

有创新才能造就未来。创业近十年，我取得的

成绩离不开父老乡亲的支持，离不开团队的齐

心协力，更离不开党和政府的好政策。我将继

续发挥好带动作用，和伙伴们一起逐浪电商，

勇当乡村振兴的弄潮儿。

（本报记者 杨开新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