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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深入学习贯彻市委十一届十次全会精神

牢牢扭住产业兴旺这个“牛鼻子”
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
手。刚刚召开的市委十一届十次全体（扩大）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
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部署新时代洛阳乡村振兴战略。本报今起推出《乡村振兴 洛阳
加油——深入学习贯彻市委十一届十次全会精神》专版，认真落实全会精神，展现河洛
大地推进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为奋力开创洛阳“三农”工作新局面营造浓厚氛围。

点燃乡村发展新引擎

昨日，晴空万里，宜阳县韩城镇千亩优
质小麦基地迎来收获。联合收割机隆隆驶
过，金黄色的麦粒从收割机里倾泻而出。“这
麦子和别处不一样，每斤能多卖 1 毛钱，洛
粮公司全部订单收购。”乡亲们大汗淋漓，笑
容满面。

去年，这里种的基本上是普通小麦。今年
全都种上了优质强筋小麦。“经过测算测量穗
数、穗粒数、千粒重等，亩产800斤不成问题。”
市农技站高级农艺师郭新建说，强筋小麦蛋白
质含量高，面筋强度大，是做饺子、面包、拉面
的首选，自然价格也高出一筹。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确保重要农产品特
别是粮食供应，是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郭新

建说，洛阳气候“十年九旱”，地形地貌“五山四
岭一分川”，粮食生产重点就是“稳面积、重单
产、稳总产、保丰收”。

近年，顺应农业由增产导向向提质导向转
变，我市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大力发展优
质小麦种植。今年我市优质小麦种植面积达
25万亩。“尽管当前优质小麦规模占比不高，但
未来的速度会势如破竹。”郭新建说。

同时，随着群众食物需求更加多样化，我
们也要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全方位多途
径开发食物资源。对此，我市将立足资源禀
赋，实施产业结构调整重大专项，推出优质杂
粮、蔬菜、水果、中药材“四个百万亩”计划，不
仅把饭碗端牢，还要让饭碗更丰富。

“0.026？是0.026吗？”“没错，达标啦！”日
前，新安县五头镇爵士樱桃园总经理黄永爵接
到了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科打来的电话，难掩
喜悦之情。老黄送检的大樱桃硒含量检测报告
出来了，结果为0.026mg/kg，达到了富硒标准。

富硒，有什么好处？对人体来说，这是必
需的微量元素，能有效提升免疫力；对于老黄
来说，最直接的就是每斤樱桃的价格从过去二
三十元涨到了五六十元，而且供不应求。

如今，吃得安全、优质、营养、健康，已成为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2017年，省地矿部
门开展的河南省黄淮平原经济区农业地质调

查结果显示，我市是全省少有的富硒地区，而
且富硒土地资源分布广泛。

我市敏锐捕捉市场机遇，顺势布局推动富
硒产业，并以此带动农业绿色化、优质化、特色
化、品牌化发展。老黄也正是在此背景下，改
进种植技术，实现弯道超车。

富硒地如何变成“聚宝盆”？市农业农村
局负责人表示，我市将实施富硒产业发展重大
专项，深度开展富硒资源调查与评价，加快完
善富硒产品地方标准和运营体系，到 2020 年
建成25万亩30个富硒种植基地，叫响富硒产
品品牌。

栾川县陶湾镇南沟是伊河的源
头，沿沟大多是贫困村。如今，成
片的桃树林、葡萄架替代了瘠薄的
玉米地，荒芜的河沟上多了旅游慢
行步道、漂流设施，面貌焕然一新，
还打出了“伊源康养谷”的新名片。

不仅如此，当下，以孟津同盟
山、洛宁上戈豫西苹果谷、洛阳樱
桃沟等为代表的沟域经济示范区蓬
勃涌现。在示范区内，传统农业与
二产、三产深度融合，新产业、新业
态加快发展，农民鼓了腰包，农村
换了新颜。

2017 年，我市准确把握山区农
业农村发展规律，立足资源禀赋，
创造性地提出了沟域经济的新思
路，围绕“一沟一特色、一沟一亮
点”，打造“沟谷文旅业、半坡林果
业 、山 顶 生 态 林 ”的 全 景 式 示 范
区。目前，全市已培育了 33 个沟域
经济示范区，完成投资 60 多亿元，
近 4 万群众从中受益。到 2020 年，
全市市级沟域经济示范区将达到
40 个。

“融合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大
趋势。”市农业农村局负责人表示，
融合发展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创
新农业组织方式，打通产销对接渠
道，加快形成全产业链新优势。

下一步，我市将实施现代农业
产业园区培育，以“粮头食尾”“农
头工尾”为抓手，实现农业“接二连
三”。同时，实施农村市场培育提
升重大专项，畅通产销对接渠道，
打造从农田到市场、到餐桌的“订
单农业”，更好地让“供”和“销”串
起来、快起来。

本报记者 白云飞 通讯员 王勇

产业振兴
正值“三夏”

时节，行走在河洛山
乡的田间地头，新气象扑
面而来——优质小麦基地丰
产丰收，“粮袋子”更实了；富硒
农业产业园果蔬飘香，“菜篮子”
更丰富了；沟域经济示范区清凉消
暑，产业层次和消费品质也和从前
大不一样。

乡村振兴要靠产业，产业发展要
有特色。市委十一届十次全会强调，
要把握好扛稳粮食安全重任与推进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系，在
“巩固、增强、提升、畅通”上下功夫，
提升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市将牢牢扭住
产业兴旺这个“牛鼻子”，加快构
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
系和经营体系，凝聚农业农村
发展新动能。

富硒之地 无限“硒”望

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杜中岳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市农业农村局作
为“三农”工作牵头单位，要深入贯彻
落实市委全会精神，坚定扛起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重大责任，按照“增体
量、提质量、保底线、多出彩”的工作
思路，不断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

加强统筹协调推进乡村全面振
兴。发挥好市委农村工作和乡村振
兴领导小组办公室决策参谋、统筹
协调、政策指导、推动落实、督导检
查等工作职能，着力协调解决好在
工作推进中涉及的具体问题，认真
研究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和建议，切实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工作统筹起来。

抓好产业兴旺这个重点。在确
保粮食生产安全的前提下发展壮大
特色产业，通过实施优质杂粮、蔬菜、
水果、中药材“四个百万亩”计划和畜
牧业提升重大专项，持续调优种养结
构；以“粮头食尾”“农头工尾”为抓
手，在农业“接二连三”上下功夫，积
极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沟域经济、
富硒农业等新产业新业态；发挥村级

集体经济组织作用，依托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积极稳步推进农村土地流
转，提升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抓住生态宜居这个关键。坚决
打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硬仗，以“百
村示范、千村整治”为抓手，着力实
现村容村貌大提升、“厕所革命”大
推进、垃圾清理大行动、污水治理大
突破，让农村不断净起来、美起来、
亮起来、绿起来。

用好深化改革这个法宝。围绕
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实
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深化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和农村合作组织改
革等重大专项，进一步完善农村产
权制度，合理配置城乡要素，盘活农
村资源，激活农村发展活力。

“农业农村工作的落实不是在
办公室里、会议室里，而是在基层一
线、田间地头。”杜中岳表示，将持续
改进作风重实干，力戒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真正以工作作风转变推动
工作落实。

本报记者 白云飞 通讯员 牛
媛媛

——访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杜中岳

坚定扛起乡村振兴重大责任

孟津县委书记杨劭春在接受采
访时表示，作为全省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示范县，孟津将以贯彻落实市
委全会精神和市委各项决策部署为
契机，提高站位，对标调表，以学为
基，以谋为先，以干为要，以效为本，
率先发力，善作善成，努力打造乡村
振兴的“孟津样板”。

在看齐紧跟中展现新作为。坚
持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彰显忠
诚担当、补齐发展短板、加快转型发
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政治任务，聚
焦乡村振兴总目标、总方针、总要求
和“五个振兴”“六项重点”，因地制
宜走好孟津乡村振兴之路。

在把握关键中夺取新胜利。突
出稳产提质，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稳步提升
粮食产能。突出农业增效，深化农
旅文旅融合发展，积极推进四条高
效观光农业产业带建设，加快推进
田园综合体、沟域经济带建设，努力
让农业更强。突出生态宜居，按照

“村里村外，不见垃圾；房前屋后，见

缝插绿；厕所污水，一并治理；清洁
家园，人人出力”的要求，努力建设
美丽乡村。突出治理有效，坚持“党
建引领、三治并进、服务进村”，在全
县叫响“有困难找党员，要服务找支
部”。突出改革创新，持续做强农村
集体经济，释放农业农村发展活
力。突出共同富裕，紧盯“两不愁三
保障”突出问题，以“解剖麻雀”工作
法，精准施策、精准发力、精准落实，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在先行先试中当好排头兵。大
力弘扬焦裕禄同志“三股劲”，牢记
宗旨、始终为民、在实现农民生活更
好上展现“亲劲”；善作善成、久久为
功、在推动农村业兴村美上使出“韧
劲”；强化担当、敢抓敢管、在促进农
村政通人和上发挥“拼劲”。坚持以
点带面，在抓好县域30个乡村振兴
示范村建设基础上，梯次推进、全面
铺开，逐步连各个“盆景”成孟津“全
域风景”，努力打造名副其实的全省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示范县。

本报记者 白云飞

——访孟津县委书记杨劭春

打造乡村振兴的“孟津样板”

置身新安县石井镇黄河神仙湾沟域
经济示范区核心区，历史上的市集、民
宿、古寨、藏兵洞、跑马场重现黄河岸边，
古朴雄浑。

今年“五一”，神仙湾开园迎客，这处
曾经无人问津的荒山荒滩，成了游人如
潮的“绿水青山”，更为乡亲们带来了“金
山银山”。

2016年年初，黄河神仙湾休闲农业
项目起步，按照国家4A级景区、五星级
休闲农庄标准，打造集影视基地、农业观
光、休闲体验、探险越野、养生度假等于
一体的综合休闲农业旅游区。

神仙湾最早起步的便是山区的生态
林果化。如今，一道道荒坡改造的梯田
上，葡萄、梨、桃子、樱桃、苹果等数十种
果树漫山遍野，郁郁葱葱。这里还依山就
势，广植彩叶、观花和常绿树种。神仙湾
深入挖掘黄河历史文化和豫西民俗传
统，恢复了古法榨油、活字印刷等传统技
艺体验活动，让游客零距离感受传统文
化的魅力。如今，神仙湾通过土地流转、
吸纳就业等方式，累计带动300余名贫
困群众增收，有效推动了产业兴旺、生态
宜居、生活富裕。

本报记者 白云飞

结构调优 饭碗更丰>
> 沟域经济

欣欣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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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手谈落实

生动实践 神奇的“神仙湾”

洛宁县上戈镇白河涧沟域苹果树基地

在伊川县白沙镇豆村的市乐蔬在伊川县白沙镇豆村的市乐蔬
农业园内农业园内，，各类果蔬成熟各类果蔬成熟

在高新区辛店镇于营村在高新区辛店镇于营村，，村民收割小麦村民收割小麦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