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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5年粮食总产实现了
12 连丰。2011 年全年粮食总产
152.85万吨，2015年攀升至163.89
万吨，为历史最高水平。

实行种养结合的循环企业已
发展到150余家，带动生态农田建
设35万余亩，饲养企业青贮秸秆
155万吨，初步构建起农（林）牧结
合、资源循环、生态安全的现代畜
牧业生产体系。

2015 年，全市农林牧渔业产
值达 239 亿元，5 年来年均增长
9.05%，占全市生产总值的9.7%，
其中畜牧业产值超过种植业；农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0450元，5
年来年均增长13.4%，高于城镇居
民收入10%的增幅，城乡居民收入
差距由 2010年的 2.941 缩小到
2015年的2.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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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业：唱响绿色生态“好声音”

粮食总产12连丰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
市委、市政府历来高度重视粮食安全，不

断巩固粮食生产的优势地位，截至2015年粮
食总产实现了 12 连丰。2011 年全年粮食总
产152.85万吨，2015年攀升至163.89万吨，为
历史最高水平。

探究连年丰收的奥秘，高标准粮田建设
和粮食高产创建功不可没。

为切实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
业生产条件，稳定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市
政府 2012 年出台建设高标准粮田实施意
见。意见明确提出要集中建设一批优质高产
高效、绿色生态安全、亩产超吨的高标准粮田

“百千万”方。
按照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水平管

理的要求，我市加快推进农田井、渠、林、路、
电等生产基础设施和条件建设，努力打造精
细化、科学化、标准化、规范化的高标准粮田
示范区。每个县（市）突出抓好两个粮食万亩
高产创建示范方、两个千亩示范方、两个百亩
示范方、两个高产攻关田，湛河区建设1个水
稻万亩示范方。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建成
高标准粮田62万亩。其中去年建成14.57万
亩，完成投资1.77亿元。

在小麦、玉米、水稻示范方内，市农业部
门集成推广标准化技术模式，实施了统一秸
秆还田、统一机耕、统一供种、统一机播、统一
配方施肥、统一病虫害防治、统一测产收获
的“七统一”技术措施，项目区主要生产环节
机械化程度达到 98%以上，粮食产量比当地
创建前平均亩产增加 30%，比全市平均亩产
高一倍。

粮食增产的潜力在科技。一项项先进
农业技术的引进、推广、应用、普及，不但为
粮食增产作出了贡献，而且保护了生态安
全，同时也使农民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科技种粮的观念深入人心。通过新品种、新
技术、新成果的引进推广，全市小麦、玉米良
种覆盖率达到100%，小麦精播、玉米密植、前
氮后移等先进技术推广率达 80%，农业科技
贡献率达到51%。

我市还持续开展“科技人员包千村”服务
活动，从全市农业系统选派 400 多名农业技
术人员分包2064个行政村，把粮食作物管理
技术指导责任落实到人，并建成农技推广区
域站 35个，培养科技示范户 3000多个，使农
业技术推广“最后一公里”问题得到缓解，加
快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农业兴百业旺，农业稳天下安。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市委、

市政府将“三农”工作作为稳增长、调结构的
重要抓手，全面深化农村改革，不断调整优
化农业结构，持续巩固强化农业的基础地
位。特别是 2014 年以来，在坚定不移稳定
粮食生产的基础上，我市立足农业的转型升
级，以循环发展的理念，提出了“以畜牧业为
龙头、农（林）牧结合的现代生态循环农业”
的发展思路，在全市开展集成创新，拉长产
业链条，实现了农林牧深度融合、种养加一
体经营、产供销相互衔接、一二三产联动发
展，走出了一条安全、高效、生态、绿色的现
代农业发展之路。

我市大力引进社会资本投资农
业特别是生态循环农业，加快培育
新型职业农民、家庭农场、农民合作
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引导农村土地
有序流转，实施品牌农业发展战略，
促进了农业产业化经营快速发展。
2015 年，我市农业固定资产投资达
到137.1亿元，增速达59.6%，比2014
年高28.7个百分点，再创历史新高。

——加强政策引导，加大扶持力
度，大力培育发展农民合作社。截至
2015年底，全市依法登记的农民合作
社达到 2637 个，新增 539 个，社员
1.47万人，带动农户14.75万户。

——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前提
下，积极引导农村土地依法向专业
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
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有序
流转，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健康
发展。截至今年6月底，全市土地流
转面积达 96.9 万亩，比去年底增加
1.2 万 亩 ，占 第 二 轮 延 包 面 积 的
34.4%，涉及农户16.2万户。

——加强对市级以上龙头企业
的动态监管，着力解决企业用地、融
资等关键问题，切实提升农业产业
层次，增强其辐射带动能力。目前，
我市培育出省级农业产业化集群 5
个、市级以上龙头企业197家。

——引导有条件的加工型龙头
企业向后补链，发展系列产品，增加
产品附加值。2015 年，全市农产品
加工企业达 169 家，实现产值 222.6
亿元，销售收入 166.9 亿元，利润

12.7亿元，从业人员2.75万人。
——创新发展思路，大力发展

休闲观光生态农业。截至 2015 年，
我市建成万亩以上都市生态农业示
范园区两个，休闲农业经营主体达
545个，从业人员1.85万人，带动农户
1.65万户，年营业收入达5.8亿元。

——实施品牌农业发展战略，
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升
级。经过认真评审认定，我市近日
授予宝丰县冯异醋业有限公司等 5
家公司“鹰城名优”品牌农业企业称
号，授予郏县郑桥蔬菜种植专业合
作社等两家农民合作社“鹰城名优”
品牌农民合作社称号，授予张良姜
等 7种农产品“鹰城名优”品牌农产
品称号，培育出“滍源生猪”“国润牛
肉”“金牛足”“曹镇大米”等一批生
态农产品品牌。目前，全市无公害
农产品产地达到 115 个，绿色、有机
农产品品牌增至6个。

2015 年，全市农林牧渔业产值
达 239亿元，5年来年均增长 9.05%，
占全市生产总值的 9.7%，其中畜牧
业产值超过种植业；农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达 10450元，5年来年均增长
13.4%，高于城镇居民收入 10%的增
幅，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 2010 年的
2.941缩小到2015年的2.451。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以小农经
济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农业渐行渐
远，以生态循环理念为引领的现代农
业发展交响乐正在鹰城大地铿锵激
昂地回响。 （本报记者 刘晓雷）

农村经济活力迸发生态循环农业势头强劲

8月14日，从市农业局、市畜牧
局传来消息，我市近日接到省农业
厅的批复文件，同意平顶山市为河
南省现代生态循环农业试验区。

5年来，我市从实际出发，制定
出台了《平顶山现代生态循环农业
试验区建设规划》《关于进一步深
化农村改革加快生态循环农业建
设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意见》

《关于建设平顶山现代生态循环农
业试验区的意见》等一系列文件，
提出发展以畜牧业为龙头，以土地
流转为契机，将养殖业与种植业深
度融合，坚定走农（林）牧结合、循
环发展的路子，不仅解决了农业废
弃物的处理问题，而且有力地推动
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目前，全市已形成“农牧结合、
就近利用”“林牧结合、自然利用”

“协议消纳、异地利用”“加工制肥、
分散利用”“集中处理、无害利用”
五大类生态循环发展模式，实行种
养结合的循环企业已发展到150余
家，带动生态农田建设 35 万余亩，
饲养企业青贮秸秆 155 万吨，初步
构建起农（林）牧结合、资源循环、
生态安全的现代畜牧业生产体系。

生态安全的农产品备受市场
青睐。我市积极赴沪进行产销对接，
仅一次在上海优质农畜产品采购交
易会上就签订供销协议等26项，总额
27.3亿元。其中年销供沪100万头
猪、5万头牛的冷鲜肉品，并获得我省
唯一的白条猪入沪许可证。

为破解农业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等瓶颈，我市整合财政支农资
金，将各项涉农资金集中向循环农
业试验区投放，最大限度发挥财政
支农资金的聚焦效应。市政府向
市现代畜牧养殖专业合作总社注
资2000万元，市现代畜牧养殖专业
合作总社会员企业又筹集 2000 万
元作为种子基金，搭建银企合作平
台，由金融机构放大授信，为会员
企业提供贷款担保服务，已累计担
保 89 笔，贷款金额 1.37 亿元，全年
企业增加收益达16.5亿元；探索建
立了平顶山“互联网+京东金融+
中华保险+合作社”的新型金融模
式，实施贷款安全保险，降低了农
业生产风险和贷款安全风险，初次
授信就达 2亿元。此外，我市在全
省率先启动生猪价格指数保险试
点，试点保险生猪2万头，同时完成
育肥猪投保150万头。

平顶山现代生态循环农业试
验区技术支撑体系日渐完善，政府
引导、校企合作、项目攻关、示范推
广的研发机制初步形成。我市加
强与中国科学院、上海交大等科研
院所合作共同开展循环农业课题
研究，成立了红英农业院士工作
站、顺义循环农业研究院等科研实
体。全国顶尖专业院所的 20 多位
专家多次深入试验区，指导开展生
物技术、组织扩繁技术、有机肥土
壤改良技术等一系列循环农业技
术的创新、研究与应用。

技术人员在蔬菜车间管理沼液无土栽培蔬菜

收割机往返穿梭收割小麦

满载优质猪肉的冷藏车从我市出发驶
往上海

农业植保无人机在稻田里喷洒预防纹枯病的生物制剂 本版资料图片由李志勇、牛智广、王尧摄

游客在宝丰县宝田农业合作社良种葡萄园内采摘葡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