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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可以富县，要富农，农业并

非无可作为，其潜力需要释放。快
速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这是近年来
伊川县的亮点。做好农业现代化，
必须补齐农业短板，这样才能跟上

“四化”同步的步伐。
伊川县委书记郭宜品说，县委、

县政府针对以往农业产业化水平低
的问题，结合伊川资源优势和产业
优势，坚持用工业的理念谋划农业，
2012年制定了农业产业化“369”工
程发展战略，加快产业富民步伐。

具体而言，就是计划用 3 年时
间，培育培优3大养殖业——优质生
猪、优质鸡、植桑养蚕，培育培优6大
种植业——优质谷子、烟叶、核桃、
有机富硒农产品、苗木花卉林果、蔬
菜，做大做强与9大产业相对应的龙
头企业——立华畜禽有限公司、新
大牧业有限公司、德馨蚕丝绸有限
公司等。

通过3大养殖业、6大种植业、9
大龙头企业打捆一起做，伊川农业
产业化的蓝图清晰绘就——将伊川
打造成全国优质生猪养殖基地、全
省最大的优质鸡养殖基地、全省最
大的植桑养蚕基地、全省最大的优
质谷子生产基地、全省浓香型优质
烟叶生产基地、全省最大的优质薄
皮核桃种植基地、全省具有重要影
响的苗木花卉林果基地、全省最大
的有机富硒农产品基地、洛阳地区
最大的蔬菜基地。

这些目标明确的产业定位，覆
盖了全县各个乡镇，最终有望实现9
大产业带动农户15万户，农民年人
均增收1000元以上。

培育龙头、争创品牌
做大龙头企业

传统的种植、养殖模式，作为以
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缺乏规模效
应，更重要的是缺乏抵抗自然灾害的
能力，农民“挣得起、赔不起”。

如何破解瓶颈？伊川县委副书
记、县长侯占国的答案是：紧紧抓住
引进和培育两个重点，大力发展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为促进生猪产业集群的快速发
展，伊川引进了河南新大牧业集团
生猪养殖项目，总投资 4.2 亿元，计
划新建研发总部、年产20万吨的饲
料厂、年出栏100万头生猪保育厂，
发展合作农户1000户，形成种猪繁
育、仔猪保育、肉猪育肥一条龙生猪
产业链。

伊川引进的常州立华优质鸡养
殖项目，总投资5亿元，计划新建年
产20万吨饲料厂、年孵化3800万只
鸡苗的孵化厂、日交易10万只活鸡
的交易平台，发展合作农户1000个。

到2013年年底，全县有规模以
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72家，其中，
省级1家、市级25家、县级46家，总
资产达 34.6 亿元，年销售收入 48.7
亿元。龙头企业成为推进农业产业
化进程的生力军。

像抓工业产品一样，该县注重
农产品品牌建设。目前，全县农业
企业注册有“伊河桥”“乡下亲戚”

“前富山”“玄山”等商标18个，伊河
桥米业种植基地获有机产品认证，
三康米业、鹏阳农业科技的绿色食
品认证通过产品化验，伊川小米地
理性标志产品通过专家论证。

建设基地、扩大规模
筑牢产业基础

按照“围绕龙头建基地、突出特
色建基地、依托市场建基地、集中连
片建基地”的思路，伊川坚持区域化
布局、规模化发展、优质化生产、集约
化经营，全力推进产业基地建设。

在一张伊川地图前，申伟民介
绍“369”工程的项目布局——

依托新大牧业，打造伊川生猪
名牌；

依托立华畜禽，快速发展合作
农户；

依托洛阳德馨蚕丝绸公司，以
高山、鸦岭等乡镇为重点，辐射带动
周边乡镇植桑养蚕业的快速发展，
形成以东西两岭旱地为重点，川区

“四荒”土地为补充，村、户空闲地充
分利用的产业格局；

依托伊川米业协会，发展以吕
店、江左、白沙等乡镇为重点的优质

谷子生产基地建设；
依托伊川烟草公司，以葛寨乡

为重点，打造万亩优质烟叶示范基
地；

依托伊川林果花卉公司和伊川
核桃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在城关、彭
婆、鸦岭等乡镇环高速公路两侧，形
成38公里核桃产业带和苗木花卉林
果产业带；

依托伊川蔬菜发展服务中心，
在鸣皋、平等、白元等沿伊河乡镇快
速培育蔬菜生产基地；

依托河南硒谷绿色农业公司，
以鸣皋镇为重点，加快以富硒粮为
主，以富硒果、富硒菜、富硒禽蛋为
辅的万亩综合性有机富硒农产品生
产基地建设。

伊 川 县新农办负责人介绍，
2012年以来，该县“3+6”九大产业发
展迅猛，带动农户增收的效果十分明
显。

优质生猪产业方面，合作农户饲
养的第一批育肥猪已出栏，人均年收
入3.5万元，最高收入4万余元，合作
农户年可实现纯收入七八万元。

优质鸡产业方面，全县有意向
合作农户371个，已建成标准化鸡棚
242个，正在建设29个，合作农户每
批纯收入在2万元左右。特别是在
今年H7N9禽流感发生以来，面对巨
额亏损，立华公司作为全国第二大
黄羽肉禽养殖企业，仍然对合作农
户发展充满信心，提出了“三不变一
保持”：公司建设项目计划进度不
变，今年新建标准化鸡舍 300 个的
目标不变，合作农户正常生产、养殖
计划不变，保持合作农户相对合理
的养殖利润。此举充分显示了龙头
企业的抗风险能力，省市媒体对此
进行了报道。

在植桑养蚕产业方面，发展植
桑 1.1 万亩，植桑面积位居全省前
列，建设养蚕大棚 90 个，生产蚕茧
7.6万公斤。

在优质谷子产业方面，伊川采
取“协会+公司+基地+农户”模式发
展优质谷子种植 14.2 万亩，农户每
亩增收200元左右。

在优质烟叶产业方面，伊川采

取“公司+基地+农户”模式发展优质
烟叶种植 3 万亩，农户每亩收入在
3000元左右。

在苗木花卉林果产业方面，伊
川采取“公司+农户”模式发展苗木
花卉林果种植2.4万亩，农户每亩收
入在1万元左右。

在核桃产业方面，伊川发展核
桃 种 植 5.3 万 亩 ，农 户 每 亩 增 收
5000元左右。

在蔬菜产业方面，伊川发展蔬
菜种植 6.2 万亩，其中新增加 8600
亩，农户每亩收入在3000元以上。

在有机富硒农产品产业方面，
伊川采取“公司+基地+农户”模式发
展有机富硒农产品种植1.2万亩，农
户每亩增收300元以上。

农业产业化建一个龙头，强一
项产业，富一方百姓。伊川县新农
办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县
龙头企业已辐射带动农户5万余户。

搭建平台、强化服务
创优发展环境

在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中，伊
川采取行政推动、激励奖励、服务带
动等一系列措施，健全运行机制，积
极解决“369”工程推进过程中出现
的问题。

概括起来，有以下几项重点工
作。

强 化 组 织 领 导 ，严 格 督 导 考
核。县和乡镇均成立了农业产业化

“369”工程领导小组，实行县领导分
包乡镇、分包“369”单项工程和县直
有关单位副科级以上领导分包产业
基地责任制，县委常委会议、县政府
常务会议定期听取进展情况汇报。

制订了考核方案，县农业产业化
领导小组每周召开一次工作例会；县
委办督查室、县政府办督查室、县新
农办每月对农业产业化“369”工程工
作进行一次督查；县委、县政府每季
度召开一次流动现场会，县委书记、县
长参加，对工作先进的，通报表扬并给
予奖励。2012年以来，全县召开流动
现场会12次，奖励300余万元。

加强市场建设，畅通流通渠道。
全县建成城乡规模农产品市场8个，
年交易额8亿元以上。位于水寨镇
的伊川东城果蔬批发市场，目前已和
全国大中城市联网。在积极鼓励龙
头企业参加农产品交易会的同时，该
县采取与超市合作、设立直销店等模
式，积极拓展县外市场。按照“民办、
民营、民受益”原则，该县放手发展各
类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狠抓农村个体
运销大户、农村经纪人队伍建设，扶
持了86个农产品交易中介组织。

制 定 优 惠 政 策 ，强 化 科 技 服
务。该县印发了“369”工程实施意
见，明确一系列优惠政策。在资金
方面，该县将扶贫开发、农业综合开
发等涉农项目资金捆绑使用，优先
支持“369”工程建设；县委、县政府
与县农行、县农村商业银行、县邮政
储蓄银行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每年拿出12亿元支持“369”工程建
设；县财政每年安排农业产业化专
项资金不低于 1000 万元，对乡镇、
县直单位、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
社、农畜产品基地给予奖励扶持。
在用地方面，该县对兴办龙头企业
和农产品市场用地的，统一纳入政
府土地利用规划和年度用地计划，
优先安排，优先审批。积极鼓励农
民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流转土
地经营权。在用电方面，该县对农
业产业化“369”工程建设所需要的
用电配套设施，由县电业局优先安
排，电费一律按农业生产性用电收
取。在环境方面，该县严格执法程
序，加强对“三乱”的监管，营造宽松
的发展环境。

由该县各责任单位负责人组成
的专家组，经常深入基层一线进行技

术指导，并依托“阳光工程”“雨露计
划”和农民培训基地，对农民进行技术
培训。

成效已经凸显，但是，伊川县
委、县政府决策者依然清醒地认识
到，农业产业化“369”工程是一个循
序渐进的过程，需要持之以恒的抓
下去，伊川有信心、有能力通过3年
的努力，把农业产业化提升到一个
新水平，实现“产业发展、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的总体目标。

九皋巍巍，伊河潺潺，杜康飘
香。伊川这片昔日京畿之地的古老
土地，在农业产业化“369”工程统领
带动下，大自然赐予的资源，经过辛
勤、智慧的伊川人的付出，必将散发
出别样的泥土芳香。
本报记者 李松战 通讯员 沈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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