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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回日暖，草木蔓发。一个以

种为“芯”的种业创新高地正焕发勃

勃生机。

举全市之力，以环境之“优”、服

务之“暖”促中原农谷高质量发展之

“进”——

高起点谋划，按照省委、省政府

决策部署，我市系统发力、多措并

举，中原农谷管理运行和政策体系

愈发完善，形成了各方共同发力的

联动格局；

高标准推进，我市集聚各类要

素资源，在创新平台汇聚、龙头企业

引育、高端人才引进、土地支撑保障

等多方面给予全方位、立体化的支

持；

高水平服务，我市以服务配套

推动谷城融合，省人民医院北院区

正式开诊、新乡工商职业学院招生

入学、河南师范大学科技创新港加

快建设……平原示范区创业者们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强了。

水深则鱼悦，土肥则苗壮。优

质的环境、一流的服务如滋养良田

的沃土，正在助力中原农谷“茁壮生

长”、加速成势。

获嘉县：
写好科技创新答卷

获嘉县位于中原农谷西区，主要任务是建设良种繁育
基地、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和打造农机装备制造高地等。

围绕大豆单产水平提升的科技需求，着力重大品种选
育、农机农艺配套、耕地质量提升等关键领域，通过与国家
大豆产业技术体系相关专家合作，开展大豆新品种和大豆
高产创建示范。去年，获嘉县大豆面积达到 8.25 万亩，其
中，大豆种子繁育基地面积 5 万亩，大豆实现了 46.46 亩实
收亩产 321.82公斤高产纪录。目前，已与国家大豆产业技
术体系、省农科院、河南农大、省农技总站等多家科研推广
机构合作，转化推广农业科技成果。

通过开展“万人助万企”“亲情有约周五见”等活动，帮
助农机企业解决在科技创新过程中遇到的资金、技术、人才
等难题。重点以花溪科技为龙头企业，加快大型智能化高
精密打捆机量产进度；以瑞锋机械为代表，加快推进建设花
生类机械全链条智能化设备研发。通过提升高端智能化产
品占比，推进农机装备现代化、智能化发展进度。

推进中原智慧冷链物流园建设。打造辐射全省、连接
全国的内陆物流港和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形成全国最
具影响力的冷链物流分拨基地、全国重要的农产品物流供
应链服务基地。

原阳县：
从“菜篮子”到“菜盘子”
作为中原农谷南区，原阳县的定位是食品加工产

业示范区。近年来，在农业大县基础上，该县大力发展
预制菜产业。从“菜篮子”到“菜盘子”，一道菜缘何香
飘世界？

聚焦“政策+队伍+真金白银”，原阳“放大招”：成立
招商引资专班，下设长三角及闽东南、粤港澳大湾区、京
津冀、郑州及中西部地区4个小组，通过驻地招商、人人
招商、大员招商、以商招商、产业链招商等方式，用心用
情招引优质企业。同时，建立预制菜产业发展联盟；财
政补贴支持县域内预制菜企业带动本地种植业；支持企
业融资上市，最高给予一次性200万元奖励等。

“一冷一热一基金”持续赋能：40 万吨冷链配套
仓、40万蒸吨热力供应能力、5亿元预制菜产业发展基
金为产业登顶提供源源动力。

优良环境引来高端人才。中国工程院院士朱蓓薇
在原阳设立专家工作室，并担任中国（原阳）预制菜产
业创新研究院院长。百名专家参助百家企业，首批26
名博士分包26个食品企业。通过朱蓓薇院士工作站、
博士后创新基地，加强与河南农业大学、河南牧业经济
学院、河南科技学院等院校合作。

新乡县：
多点发力育良种

中原农谷西区新乡县，功能定位为高新技术转化
集成区。该县以良种繁育为核心，加快种子转化推广，
提高小麦、玉米、大豆等农产品综合生产能力，努力建
设国家高标准良种繁育示范推广区、农业科技成果转
化示范基地、智慧田园示范基地。

位于新乡县的中国农科院新乡试验基地，长期入
驻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植物保护研究所等 6
个农业科研国家队的 90 多个课题组、创新团队，常住
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200 多人，承担国家和省部级科研
项目200余项。

为巩固育种制种优势，出台《新乡县人民政府关于
加快推进新乡县种业振兴的实施意见》，聚焦资源保
护、育种创新、测试评价和良种繁育四大环节，打造种
业领域战略科技力量，集中优势力量构建政产研用相
结合、“育繁推一体化”的现代农作物种业体系。

与中原农谷核心区开展对接，就引入和承接科研
成果，通过联建推进展示、示范、生产、加工等工作，加
速成果转化应用。鼓励种子生产企业与大型种业开展
合作代繁业务，扩宽本土企业产业结构，增加收入构
成，实现成果快速产能转化。

延津县：
一“麦”托起大产业

中原农谷东区延津县围绕优质小麦品牌，大力发
展食品加工业，推动“生态大粮仓”向“中央大厨房”转
型，把延津建设成为特色突出、竞争优势明显的食品加
工产业基地、中国绿色“麦都”。

该县成立中原农谷建设领导小组、中原农谷建设
工作专班。聘请有资质的设计单位，高标准对中原农
谷建设进行设计。出台金融、土地、科技等方面的政
策，培育新型经营主体，鼓励科研院所、涉农企业加大
科技创新力度，做大做强延津涉农品牌。

打好产业发展牌，构建“2+N”农业产业体系，扩大
优质农产品基地。打好融合发展牌，做好中原农谷和
农文旅发展、中原农谷和美丽乡村建设、中原农谷和品
牌发展融合文章。打好人才保障牌，建设专家工作站，
招揽发展“引路人”；深化院县合作，招引发展“共建
人”；加强基层人才队伍建设，培育发展“行路人”。

延津县将继续优化产业布局，推进标准化原料基
地建设；强化企业培育，推动专业产业园区建设；深化
品牌塑造，提升农产品整体形象；提升服务效能，持续
优化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环境，逐步提升中原农谷特色
农产品品牌含金量，打造中原农谷东区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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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拎包”入驻的不止中农发河南公司，在中
国农业科学院中原研究中心，近万平方米办公楼已
于去年装修完毕，需要什么物品统统配齐，专家团
队入驻即开工。

把最宝贵的资源用在紧要处，把最核心的地段留
给专家人才。在财政资金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平原示
范区果断拿出近1亿元用于装修、建设中原研究中心
公寓楼、华智生物、省畜禽遗传资源基因库等，省财政
每年还为中原研究中心拨付3000万元专款。

企业需要什么，政府就提供什么。去年冬天，坐
落于韩董庄镇的中原农谷种业科技产业园北侧道路
通车了。韩董庄镇政府自筹资金 800 万元，高标准
建设了双向两车道、10 米宽的柏油沥青路，取名为

“种业大道”。产业园“主动脉”打通了。
“韩董庄在持续完善提升园区基础设施的同时，

将着力培育引进优质种子企业，进一步服务园区企
业，壮大园区实力，为中原农谷建设贡献力量。”韩
董庄镇党委书记李超说。

原阳县预制菜产业“平地起高楼”，政策助力驶
入发展“快车道”：出台支持预制菜产业发展“金九
条”，设立 5 亿元规模的产业发展基金；为企业争取
上级各类奖补资金 5000 万元；开展银企合作，向企
业发放金融贷款近 80亿元……

春风摇曳，麦浪翻滚，延津县 30 万亩高标准农
田示范区里小麦长势喜人。该县实施龙头企业“入
延”工程，建立“首席服务官+工作专班+服务对象”
机制，出台产业发展“金十条”，设立产业发展基金，
通过扶持培育“领军企业”“成长企业”，让龙头“大
起来、强起来”。

办事有“力度”，发展有“速度”。目前，中原农
谷入驻省级以上创新平台 53 家，引进副高级以上职
称人才 311人，拥有种业企业 74家。

全球首创、国际专利，神农种业实验室取得了一
批原创性成果。全球首创抗苯磺隆除草剂的花生新
种质；发现并克隆调控芝麻节间长度的短节基因，
获国际发明专利授权；在玉米抗茎腐病免疫调控网
络方面，在全球首次绘制了植物根应答病原菌浸染
的高分辨率细胞图谱。

优质土壤孕育科研花开。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原
研究中心团队玉米密植滴灌增产增效生产技术纳入
省 2023 年主推技术，亩均玉米增产 100 公斤至 150
公斤；优质强筋高产品种中麦 578 万亩连片规模化
种植，平均亩产 650 公斤，实现订单收购 50 万吨，纳
入省地方政府优质麦推广项目。

设施完善设施完善 农谷绽英姿

绿在眼里，春在心中。久违的暖阳映衬着平静的
湖面，平原示范区凤湖迎来了一年中最浪漫的时刻。
人们扶老携幼、结伴赏景，尽情感受春的律动。

“这里的人气明显旺起来了，节假日有时候还会
堵车。”在平原示范区工作的王先生说。

“谷”“城”融合，让人才没有后顾之忧。
去年12月10日，省人民医院北院区正式开诊，规

划床位1300张，补充了医疗短板，满足群众的就医需
求。新乡工商职业学院建成招生，一期可容纳在校生
11000人。世界功夫中心建成开赛，极大提升了平原
示范区体育文化软实力。

在建项目快马加鞭：河南师范大学科技创新港加
快建设，动态储备人才公寓 2000 套，恒大商业街、绿
城玫瑰园等环凤湖公共服务功能全面提升。

保障中原农谷“农科教”“育繁推”资源有效落地：
16.3万平方米的神农大厦加快建设，预计今年“五一”
前全面封顶；11 万平方米的凤栖苑保障性租赁用房
即将开工；7.1平方公里的科技创新区和国家生物育
种产业创新中心二期规划进入调整阶段。

打造烟火气，还需要增进更多民生福祉：
今年将全力推进郑新高速、轨道交通S3线、郑新

快速路等交通重点项目建设，构建中原农谷复合型交
通廊道。统筹抓好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等公共
服务设施建设，完善省人民医院北院区周边配套，加
快河南师范大学科技创新港建设，打造优质的生产、
生活、科研环境。

中原农谷，万物竞发，未来可期。

政策发力政策发力 中原起农谷

“中原农谷北依太行，南临黄河，地处黄淮
海平原的核心区，广袤的大地、独特的区位和气
候优势形成了极具生态价值的天然粮仓。”在中
原农谷管委会副主任、市农业高新技术发展促
进中心主任杨海峰看来，新乡具有做大农业、做
强农业的先天优势，中原农谷为农、科、教有机
融合搭建了良好的平台，可谓正当其时。

两年前的春天，中原农谷在黄河北岸的新
乡应运而生。同年4月，省政府印发《中原农谷
建设方案》，明确提出按照“一核三区”的空间布
局规划建设中原农谷。

在省委、省政府的强力推动下，围绕中原农
谷建设目标定位，各类支持政策应出尽出。27
家省直单位先后出台涵盖资金、项目、土地、产
业、人才等 250 余条的专项政策，“1+1+1+2+
N”政策体系完备。

我市坚持把“三足鼎立”创新大格局作为重
大机遇，中原农谷成势见效。

去年，中原农谷党工委、管委会组建完成，
中原农谷投资运营公司挂牌运行，由13名院士
领衔的专家咨询委员会正式成立。

自《中原农谷发展促进条例（草案）》起草工
作启动以来，我市先后组织人员赴郑东新区、航
空港区、周口国家农高区实地调研，学习立法工
作先进经验，目前该草案已进入修改完善阶段。

聚焦种业创新，今年新乡两会上，《政府工
作报告》再次为中原农谷发展“划重点”：大力实
施“五个一流”工程，包括加快一流创新平台建
设、加快一流育种技术攻关、加快一流种质资源
库建设、加快一流种业企业引育、加快一流物理
空间构建。

汇聚全省之力、全市之力，中原农谷涉农科
教资源集聚力度空前，人才引育政策前所未有，
产业支持政策精准有力，资金支持“真金白
银”……一粒“小种子”的背后展露出“大战略”。

精准保障精准保障 农谷加速跑

从公司注册到入驻办公，从土地流转到共
建项目，中农发（河南）农业高科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农发河南公司）感受到的不仅是速度，还
有温度。

“起初看中的是这里不可替代的地理、气候
和科研优势，来了之后更享受到了‘保姆式’的
贴心服务！”中农发河南公司总经理褚晓斌告诉
记者，在平原示范区管委会和市场监管部门的
帮助下，公司顺利完成注册，落户中原农谷。

我负责阳光雨露,你负责茁壮成长。优秀
的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提供良好土壤。褚晓斌
时刻关注“制种大县项目”土地流转进展。项目
所在地祝楼乡高度重视，乡镇领导和工作人员
放弃春节假期，夜以继日督导工作，现场解决困
难问题。目前已流转土地3000余亩。

“这栋装修好的 4 层小楼也是管委会免费
供我们使用的！”褚晓斌所说的办公场所位于中
原农谷种业企业总部基地。该基地已签约入驻
河南农业大学等3所高校，先正达、中农发河南
公司等 15家种业企业，市农科院等 3 家科研院
所和1个院士工作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