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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河洛山乡生机勃发。

我市夏粮生产迎来丰收年景，小麦总产量118万吨。农村承包地确权颁证

工作基本结束，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全面铺开，农业农村改革步伐加快推进；

23个沟域经济示范区建设引领农业农村发展落地见效，农业产业扶贫项目在贫

困乡村“生根开花”，乡村振兴开启“加速度”；秸秆综合利用成效突出，疏堵结

合、人防技防并举，“星星之火”锐减，环保卫星监测“零火点”……

今年以来，全市农业系统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

总抓手，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持续开展“农业百字工程”建设，

大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农业高质量发展扬起风帆。

在地处伏牛山腹地的栾川县石庙镇，有一个山清水秀
的山谷——七姑沟。

这里景色很美。从山谷口至山巅南北绵延近20公里，
落差超过1000米，植被丰茂、空气清新，森林覆盖率达90%。

这里过去很穷。沿沟由外至内点缀着龙潭、观星和杨
树坪3个小山村，1200余户农户人均耕地只有3分，仅能勉
强凑够口粮。

这里现在很靓。山、水、林、田、路、村和产业整体开发，
乡村旅游、森林休憩等新业态蓬勃兴起，交通、环境、设施都
让人倍感舒心。

七姑沟的蜕变，得益于沟域经济的发展。“十三五”期
间，我市牢牢抓好产业兴旺这个重点，以大力发展沟域经济
为载体，着力推动产业融合，打造复合型经济模式。

今年，我市在持续提升2017年度12个沟域经济示范区
的基础上，新培育发展11个沟域经济示范区，涉及栾川伊源
康养谷、新安县神仙湾、伊滨区倒盏民俗村、宜阳七彩莲花

谷、孟津凤凰山田园综合体、嵩县明白河谷、伊川万安山兵
马沟、偃师兰庄生态休闲观光谷、汝阳炎黄文化谷、洛宁春
山溪谷、伊川梦溪姜谷等。

在实践中，各地充分考虑沟域地形地貌、生态资源、农
业资源、产业基础等因素，发挥优势，突出特色，培育发展都
市生态农业、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山区农业原生态旅游、
特色村镇文化产业等，实现一沟一特色。

与此同时，我市建立健全沟域经济示范区建设联席
会议制度，实行“部门联动、政策集成、资金聚焦、资源整
合”的工作机制，在每个沟域经济示范区成立建设指挥
部，全面推进实施重点工程，确保沟域经济示范区建设早
见成效。

今年，全市23个沟域经济示范区共谋划项目188个，计
划投资47.18亿元。上半年，共开工项目178个，累计完成
投资36.05亿元，沟域内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产业发展、民
生改善同步推进，为实现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沟域经济 开辟乡村振兴新路径

在洛宁县长水镇信念蔬菜基地，一个个大棚鳞次栉
比。夏天，大棚内温度特别高，贫困户刘铁军尽管汗流浃
背，可还是干得十分起劲。因为，这是他脱贫的希望。

去年，洛宁县引进信念集团，企业和政府双方按照7∶3
比例共同出资430万元，由金融机构作为风险抵押金成倍
放大，形成3000万元贷款资金池。然后，每6户贫困户组成
一个合作社，向银行贷款200万元，交由信念集团用于大棚
建设。建成后，返租倒包给贫困户经营。

“咱只管种好菜，其他一概不管。”刘铁军说，企业提供
技术、销售、财务等一条龙保障，当天出菜、当天记账，每月
结算分红，年收入至少五六万元。

培育一个龙头企业，带动一批群众致富，折射出产业扶
贫的力量。今年，我市以实施休闲农业“百色农庄”、特色农
业“百乡百村”、产业化“十群百龙”、质量安全“绿色百品”、新
型经营主体“百社百场”、新型职业农民“百职万才”、新技术

应用“百高率千”等“百字工程”为依托，大力发展农村新产
业新业态，加快推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助力脱贫攻坚和乡
村振兴。

目前，全市建成“三品一标”农产品生产基地343个，总
面积115.4万亩，生产“三品一标”农产品356个，产业覆盖
带动15万农村贫困人口。

近年，我市坚持结构兴农、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
农，实施了“绿色百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百强农企”品牌创
建宣传等10余项农业工程，重点围绕“四优四化”发展特色
优势产业，从产区建设、技术推广、展览展示、营销推介、宣
传培训等方面，着力打造农业区域品牌、企业品牌和特色农
产品品牌。在此基础上，我市探索推广“政府+农产品地理
标志+贫困户”“企业+三品+贫困户”“示范基地创建+公司+
贫困户”等扶贫模式，让更多贫困群众的收入融入到农业品
牌的产业链和价值链中。

产业扶贫 让致富路越走越宽

洛阳农业，扬起高质量发展的风帆

练就秸秆禁烧“硬功夫”

农业生产历来伴随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
问题。日前，从市禁烧办传出好消息，今年

“三夏”期间，我市未发生大面积秸秆焚烧事
故，继 2017 年全年实现卫星监测“零火点”，
今年夏季再保“零火点”。

“零火点”的成绩来之不易。这得益于我
市加快普及“蓝天卫士”监控系统，构建“技
防+人防”的监管体系，通过火点预警、应急指
挥、事故惩戒等举措综合发力，实现了全天候
全覆盖实时监控。

“年年禁烧年年忙。相比之下，今年却格
外轻松。”一位乡镇干部说。往年农忙季节，
乡、村两级工作人员日夜蹲守，疲于奔命，却
收效甚微，点火冒烟时有发生，应急处置更是
十分滞后。今年，“蓝天卫士”平台运行，免去
了基层干部四处奔波劳累之苦，极大减少了
资源浪费，提升了工作效率。

“蓝天卫士”是依托遍布农村的铁塔基
站，合理安装高清摄像头，对周围半径2公里
范围内的农田实施全天候、无死角监控，并
实时传送画面。从画面质量看，大到一栋建
筑，小到一个人，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目前，
全市累计安装“蓝天卫士”电子监控摄像头
1859 个，建设监控平台 148 个，联网手机
1200多部，农村每万亩耕地平均安装2.94个
摄像头。

在完善“蓝天卫士”监控平台基础上，我
市构建了“技防+人防”的监管体系。结合探
头分布，全市成立了1800余支乡村应急处置
小分队，确保一旦发生火情，及时响应处置，
有效避免了火势蔓延，实现打早打小。在市

“蓝天卫士”监控平台指挥中心，翻阅禁烧工
作日志发现，焚烧火点从发现预警到处置完
毕，基本控制在30分钟之内。

为了保持秸秆禁烧的高压态势，我市
坚决落实“三不放过”的要求，严格追究问
责，做到点火人员没有查清和进行追究不
放过、失职管理人员没有追究到位不放过、
管理漏洞没有堵上不放过，形成了强大的
震慑效应。

与此同时，我市按照“疏堵结合”的原则，
围绕秸秆资源肥料化、饲料化、原料化、基料
化和燃料化等“五料化”利用途径，着力拓宽
综合利用渠道。目前，我市年秸秆综合利用
量在1000吨以上的企业有300多家，秸秆综
合利用率超过90%，基本形成布局合理、多元
利用的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化格局。

比如，在肥料化方面，全市秸秆还田总面
积达477万亩，占秸秆综合利用总量的65%；
在饲料化方面，以生生乳业公司、天下秀农业
等为代表的大型畜牧企业，年青贮玉米秸秆
163万吨，占综合利用总量的19%。在燃料化
方面，全市建成5000多座户用混合型原料沼
气、2座1000立方米秸秆沼气工程和洛宁新
华生物质发电厂，实现了秸秆燃料化利用。
此外，宜阳县碧海生物科技公司等一批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通过研发“农作物秸秆无害
化制肥系统”，将秸秆转化为有机肥，广泛应
用于园林绿化、花卉苗木等产业，实现了“变
废为宝”。 （王万超 云飞 王艺璇）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市农业局提供）

老百姓有句话：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朴实的语言道出
了农业和粮食的重要性。“三夏”麦收季，全市农业系统克服
前期不利气候条件和严重病虫害的不利局面，科技支撑、多
措并举，小麦总产量达到118万吨，再创历史丰收好年景。

总量不减，质量在提高。我市围绕“四优四化”持续发
力，按照布局区域化、经营规模化、生产标准化、发展产业
化，推动优质小麦持续增量发展，粮食生产闯出了发展优
质小麦新路径。

科学防控，生产更绿色。从备耕培训到春耕生产，再
到春季田间管理，绿色农业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机械化
作业、测土配方施肥、绿色防控……绿色生产逐渐成为我
市夏粮生产中亮丽的底色。

粮食生产的可喜变化，仅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一个缩影。今年以来，我市积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持续提升特色农业发展水平。

农业供给策结构性改革，首要在加快调整农业结构，
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今年，我
市持续调减旱地玉米面积，大力发展优质小麦、优质花生、
杂粮、红薯、水果、蔬菜、中药材等特色高效种植，努力形成
结构更加合理、保障更加有力的农业供给体系，带动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

与此同时，我市走绿色发展模式，积极开展粮食生产
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划定，实施化肥农药零增
长行动，减少施用量，全面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活
动，加快农产品“三品一标”（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
机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生产基地建设。今年，全市
农药投入量减少10%以上。上半年，全市新认证10个“三
品一标”生产基地，农产品市场完成蔬菜、水果、水产品检
测15.53万个批次，确保了农产品质量安全。

可以看到，如今，我市农业发展正在由过度依赖资源
消耗、主要满足“量”的需求，向追求绿色生态可持续、更加
注重满足“质”的需求转变。

释放提质增效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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