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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5年末建成高标准农田
131.49万亩

一直以来，我市都高度重视高
标准农田建设。我市耕地面积为
308.06万亩，基本农田 208.52万亩。
截至 2022年底，全市累计建成高标
准农田 127.99万亩，占基本农田的
61.38%。

《规划》明确，2021~2025年，我
市高标准农田建设总面积 23.57万
亩，其中新建面积为 10.07万亩，改
造提升面积 13.50万亩，同步发展高
效节水灌溉面积 11.02 万亩。到
2025年末，规划累计建成高标准农
田面积为 131.49万亩，累计高效节
水灌溉面积99.67万亩。

2026~2030年，郑州市高标准农
田建设总面积 40.00万亩。到 2030
年末，规划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面
积为 141.49万亩，覆盖永久基本农
田比例67.85％。

通过规划项目的实施，实现“田
地平整肥沃、水利设施配套、田间道
路畅通、林网建设适宜、科技先进适
用、优质高产高效”。同时，结合农
业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和新
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培育与扶持，
项目区平原区年亩均粮食产能达到
1000公斤以上，农民人均收入增加
300 元以上，农田宜机化率达到
92％，耕地质量达到 4等以上，农田
林网防护比例达 94％以上，高效节
水灌溉率达到78.22％。

从8个方面提升高标准农田
《规划》提出，高标准农田建设

具体目标主要涉及“田、土、水、路、
林、电、技、管”8个方面目标。

田块相对集中、土地平整是实

现农业生产机械化、规模化的前
提。通过归并和平整土地、治理水
土流失，实现连片田块规模适度，耕
作层厚度适宜，基础设施占地率降
低，山地丘陵区梯田化率提高。

通过培肥改良，实现土壤通透
性能好、保水保肥能力强、酸碱平
衡，有机质和营养元素丰富，提高耕
地内在质量和产出能力。

通过加强田间灌排设施建设和
推进高效节水灌溉，提高灌溉保证
率、用水效率和农田防洪排涝标准，
实现旱涝保收。

通过田间道（机耕路）和生产路
建设、桥涵配套，合理增加路面宽
度，提高道路的荷载标准和通达度，
满足农机作业、生产物流要求。

通过农田林网、岸坡防护、沟道
治理等农田防护和生态环境保护工程
建设，改善农田生态环境、提高农田防
御风沙灾害和防止水土流失能力。

通过完善农田电网、配套相应

的输配电设施，满足农田用电设施
电力需求，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
农业生产的效率和效益。

加快推广农业良种良法、大力发
展农业机械化，完善农技社会化服务
体系，增强服务能力，提高良种覆盖
率、肥料利用率、农林有害生物统防统
治覆盖率和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

建后管护是确保建成的高标准
农田长久发挥效用的关键。通过上图
入库和全程管理，明确管护责任、完善
管护机制、健全管护措施、落实管护资
金，确保建成的高标准农田数量不减
少、用途不改变、质量不降低，建成高
标准农田上图入库覆盖率100％。

建设任务分为平原和山丘两部分
《规划》中将建设任务分为平原

区和山丘区两部分。
平原区范围包括郑州市区、中

牟县、新郑市东部、巩义市西北部，
耕地面积 121.93万亩，占全市耕地

面积的38.65％。
规划到 2030年，新发展高标准

农田面积 11.90万亩，高标准农田总
面积达到 55.52万亩，高标准农田率
达到45.53％；提质改造面积13.50万
亩，新发展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9.90
万亩。田面相对平整，灌溉条件主
要以井灌为主，井渠结合灌溉为辅，
耕地质量达到4等以上。

山丘区范围包括登封市、新密
市、巩义市东南部、荥阳市和新郑市
西部，耕地面积 193.54万亩，占全市
耕地面积的61.35％。

“十四五”期间，高标准农田建
设总面积 17.17万亩，其中新建高标
准农田 5.17 万亩、提质改造面积
12.00万亩，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8.12万亩。“十五五”期间，高标准农
田建设总面积 21.00万亩，其中新建
高标准农田 3.00万亩、提质改造面
积 18.00万亩，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
积4.00万亩。

规划到2030年，新发展高标准农
田面积8.17万亩，高标准农田总面积
达到 85.97万亩，高标准农田率达到
44.42％；新发展提质改造面积 30.00
万亩，高效节水灌溉面积12.12万亩。

科学构建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
体系，有利于提高我市高标准农田建
设面积和质量，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
农产品有效供给，改善农业生产条
件，促进现代农业发展，拓宽农民致
富渠道，有效改善农村生态环境。

《规划》还提到，项目实施后，由
于灌溉条件得到改善，粮食产量大
幅提升。通过选用优良品种，推广
高产与品质调优，预计每年粮食生
产能力新增产 3434.47万公斤，经济
作物增产381.61万公斤。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
者 董艳竹 见习记者 杨柳）“女企
业家导师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让我
看到了更多可能，对于未来，我有了
更多期许，也更加明确了努力方
向。希望能像女企业家导师一样，
留在郑州、扎根郑州，实现美好未
来！”近日，“未来她力量·留郑绽芳
华”支持女大学生就业创业行动第
一阶段“梦想照进课堂”活动在郑州
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落幕，一名
女大学生动情地说道。

“未来她力量·留郑绽芳华”支
持女大学生就业创业行动，是市妇
联、市女企业家协会贯彻落实中央
和省委、市委关于支持促进高校毕
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决策部署，为
在郑女大学生搭建高质量就业创业
服务平台的重要举措。行动历时近
两个月，先后走进 10所高校，为

6000余名女大学生送上一节关于
梦想与职业规划的课程。

为确保活动高效开展，市妇联
指导市女企业家协会组建了“郑州
女企业家高校巡讲团”，首批 20名
女企业家导师是从协会 500余名女
企业家会员中层层选拔聘任而来。
活动中，她们走进高校，开展职场辅
导、就业创业经验分享等巡回宣讲，
帮助同学们打开眼界、开拓思路，明
确方向、建立信心。活动还邀请留
郑就业创业的优秀女大学生代表分
享经历感受，助力女大学生真正扎
根郑州、深爱郑州、建设郑州。

市妇联有关负责人表示，接下
来将通过创业故事分享、就业发展
指导、岗位实践锻炼、创新创业扶持
4项具体举措帮助女大学生了解就
业市场和职场环境，增强实践经验、
实现青春梦想。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晚报
记者 李娜 见习记者 陶然）12月1
日，科创中国·河南中心站正式上
线。该信息平台是河南省科协依
托中国科协“科创中国”平台，由省
市合作联合共建，将重点围绕我省
创新瓶颈问题、核心技术攻关任务
等在平台上建立问题库、项目库、
专家库，引导各类创新主体入驻，
构建资源整合、供需对接的技术服
务和交易平台。该平台将以线上
共享促线下合作，引导技术、人才
等创新要素流向企业和生产一线。

“科创中国”平台是中国科协
为落实中央决策部署、促进经济融
合、助力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
工作品牌，旨在打造功能完备、要
素集成、开放共享、闭环运营的国
家公共技术服务与交易平台。目
前，“科创中国”平台已汇集“问题

库”“项目库”“专家库”三库资源量
近254万条。

据介绍，省科协将以“科创中
国·河南中心”上线为契机，充分利
用“科创中国”平台创新资源交互、
人才技术赋能、技术交易服务三大
功能，针对重点产业科技需求，培
养技术经理人队伍，收集并推介专
家、成果信息。加强企业知识产权
保护，支持科技领军企业梳理产业
链新技术应用场景，培育并推介高
价值发明专利，参与“科创中国”路
演项目等中试转化，探索规范技术
服务与交易范式。推动“科创中
原”试点城市组建专兼职联络员队
伍，整合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学
会、服务机构的专业人才，提高技
术转移转化对接实效，以科技创新
助力产业转型升级，以融合聚力推
动产业做大做强。

郑州出台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

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 确保粮食安全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事关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性工程，是全面落实“藏粮

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要抓手和关键举措。日前，我市印发《郑州市高标
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2030年）》。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袁帅

科创中国·河南中心站正式上线
引导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流向企业和生产一线

未来她力量 留郑绽芳华
女企业家高校巡讲团助力女大学生就业创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