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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为邦本，本固邦宁。党的二十大

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
任务仍然在农村。强国必先强农，农强
方能国强。

近年来，郑州市大力开展“三标”活
动，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不断提高
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推动农业农村
现代化迈出新步伐，为郑州国家中心城
市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武建玲/文 李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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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内涵，强调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重要特征。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的开局之年，也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当前，全市上下正在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以“当好国
家队、提升国际化、引领现代化河南建设”为总目标，全面开展“三标”活动、深入推进“十大战略”行动，加快“四高地、一枢纽、一重地、一中心”
和郑州都市圈建设，以风雨兼程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全力以赴拼经济、千方百计促发展，奋力谱写中原更加出彩的郑州篇章。

本报与《郑州日报》同步推出【家国同春】——中国式现代化的“郑州图景”大型系列报道，全方位展示郑州市全力以赴跑出高质量发展
“加速度”的干劲和蓬勃的朝气。今日刊发第六篇章“乡村振兴”之一《千畦细浪舞晴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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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发展现代农业
围绕发展科技型、示范型、服务

型、生态型“四型”农业，郑州市不断提
升都市现代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产业跑得快，要靠园区带。目前，
全市累计建设59个市级现代农业示范
园（产业园）、一批县级现代农业示范
园（产业园）。许多园区确立了优势产
业，打出了园区品牌。通过推广节水
节肥节药等绿色生产技术，提高机械
化水平，推进标准化生产，建设农业生
产可追溯体系，打通产销渠道，现代农
业示范园生产效益明显提升。

为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郑
州市还大力发展乡村休闲旅游业，鼓
励市民走进乡村，寻梦田园。全市共
创建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星级示
范企业 48家、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
游示范县 2个、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4
个。2022年休闲农业接待人次1280万
次，营业收入8.74亿元。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促进乡村振
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郑州市积极培育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开展龙头企业监测及认定工作，并推
荐发展前景好、实力强的市级龙头企业
向省、国家级龙头企业提档升级。截至
2022年年底，全市培育市级以上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205家，累计培育省级农
业产业化联合体11个，全市农民专业合
作社5710家，家庭农场877家。

绿色是农业农村发展的底色，绿
色发展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内在要求。
为推进农业农村绿色发展，郑州市加
强农业生产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全市
废旧农膜回收率达到 98%，规模畜禽
养殖场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
96.6%，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3.5%。

着眼农业高质量发展，郑州阔步
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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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农不稳，无粮则乱。
为确保粮食生产稳定，郑州市

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主攻
单产，稳定总产，不断提高粮食综
合生产能力。

落实各项惠农政策。继续执
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实际种粮农
民一次性补贴等惠农政策，2022年
共发放补贴资金 4.6亿元，以提高
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发展和
农民增收。

“藏粮于地”是粮食安全之
本。郑州市注重加强耕地保护和

高标准农田建设，科学划定永久基
本农田，积极落实耕地和永久基本
农田保护责任；建设高标准农田，
筑牢粮食安全“基石”。郑州市实
施高标准农田建设和提质改造，全
市累计建设高标准农田 146.6万
亩，占耕地面积47.2%。同时，继续
完善农村水利基础设施，稳步推进
中牟县三刘寨中型引黄灌区年度
节水改造项目。2022年，全市粮食
播种面积稳定在 413.01万亩，粮食
总产量 137.76万吨，主要粮食作物
良种覆盖率在95%以上。

除了粮食，肉蛋奶、果菜鱼、菌
菇笋也都是美食。在保障粮食安
全的同时，郑州市也做好其他重要
农产品的稳定安全供给。

为保障“菜篮子”供应，郑州市
落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建设高
标准“菜篮子”生产示范基地 2.67
万亩，全市菜田面积稳定在 65万
亩，全年水产养殖面积 6.9万亩。
同时，建立生猪产能调控机制，挂
牌成立国家、省、市共 16个生猪产
能调控基地，创建省级美丽牧场13
家，全市能繁母猪存栏达到6万头。

位于郑州高新区的河南秋乐
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
玉米种子、小麦种子、花生种子等
农作物种子的育种、扩繁、加工、推
广、销售和技术服务于一体的生物
育种创新企业，综合实力多年来稳
居中国种业前列，其中玉米杂交种
子是企业的主营产品。该公司坚
持以创新驱动发展，拥有完整的研
发体系和较强的自主研发能力，自
主培育的玉米品种秋乐 368、秋乐
618、豫研 1501等一批优质植物新
品种获得市场高度认可。2022年
12月，该公司在北京证券交易所挂
牌上市，成为全省第一家 IPO上市
种子企业。

秋乐种业的快速发展是郑州
市推动现代种业高质量发展，着力
打造全国种业基地的生动实践。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是国家粮食
安全的命脉。作为农业大省、用种
大省的省会，近年来郑州市多举措
促进种业科技创新，培优做大重点

龙头企业，持续办好农作物新品种
展示示范活动，全面促进郑州由种
业大市向种业强市转变。

2022年，郑州市继续全面开展
农业种质资源普查。截至2022年9
月30日，全市7个县市区共普查收
集农作物种质资源 225份，完成率
107.14%。农作物种质资源实际移
交数占目标任务107%，提前超额完
成目标任务。郑州市选送的“新密
超化大蒜”入选“2021年度河南省种
质资源普查与收集十大重要成果”。

2022年，市农委、市财政局联
合印发《郑州市推进现代种业高质
量发展实施方案》，对种质资源保
护、科研育种创新、提高供种保障能
力、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等项目
进行奖励，2022年下达推进现代种
业高质量发展奖励资金 500万元，
对种猪场累计发放引种补贴200万
元。目前郑州辖区获得农业部“育
繁推一体化”认证种子企业达到 6
家，省级“专精特新”种企5家。

种业展会是种业创新成果展
示的平台，对于推广种业科研成
果、促进种业交流合作有着重要作
用。目前，小麦、玉米、蔬菜领域的
三个地展已成为郑州种业的亮丽
“名片”。2022年郑州市继续大力
支持新品种展示示范活动，办好小
麦、玉米、蔬菜三个地展。第五届黄
淮麦区小麦新品种地展博览会，共
展示了来自7个省份128家企业、45
家科研单位的参展品种，参展小麦
品种达 446个，为社会推荐高产绿
色优良品种68个；第八届黄淮海玉
米新品种地展博览会共展示玉米品
种827个，向社会推荐优良品种 65
个，在行业内影响力持续扩大。第
四届郑州种业博览会暨第七届中原
国际种业科技展览会共展示来自全
球310家参展单位的各类蔬菜新品
种6300个，总展示面积16.6万平方
米，参展单位数量、蔬菜种类、品种
数量、展示规模、展示水平，均已跃
居行业领先地位。

着力打造种业强市

扛稳粮食安全重任
在登封市颍阳镇于爻村，驾驶员驾驶着“铁牛”在田间来回穿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