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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好，小麦
高产又优质，面条
劲 道 、面 包 飘
香。
新乡日报全媒体新乡日报全媒体
记者记者 赵云赵云 摄摄

今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2024年我国粮食生产
目标为“粮食产量 1.3万亿斤以上”，而河南省政府工作报告关于
粮食生产的目标是“粮食产量 1300 亿斤以上”，河南依然扛起全
国粮食产量1/10的重任，在端牢中国人的饭碗上影响举足轻重。

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实现“粮食产量1.3
万亿斤以上”，靠什么？靠种业“芯片”，靠高标准农田，靠农业机
械化。把品种和农机结合，把农机和土地结合，就能不断推动发
展生产力。目前，河南已经在种业科技方面进行了集成，在土地
科技方面进行了集成，在农业机械装备科技方面进行了集成。三
个集成形成“三驾马车”，保证了河南粮食一定能够在国家粮食安
全当中发挥最重要的作用。

目前，河南已形成中原科技城、中原医学科学城、中原农谷
“三足鼎立”的科技创新大格局。其中，中原农谷建设就是河南打
造农业强省、扛牢粮食安全重任的重要举措，也是保证粮食安全
从大农业走向强农业非常得力的做法。

过去的一年，我们潜心研究，在小麦育种领域取得了不少新
进展，育成了非常好的高产品种。“百农5819”已经通过国家审定，
亩产都在 1600 斤以上，目前已在推广应用中。我们要把它在黄
淮地区快速推广开来，稳步提升粮食产量，让它变成现实生产力，
变成老百姓的经济效益，变成粮食安全的“压舱石”。另外，我们
团队在云南还采集到一种强秆小麦，这是我研究小麦育种 40 多
年来从没有见到过的强秆。下一步，我们计划将高产、强壮、抗倒
伏这些性能结合起来，为小麦达到亩产 2000 斤的目标奠定良好
基础。各项研究进展很快，大家干劲儿十足，不断将最先进的技
术、最硬核的小麦基因聚合在一起，冲击亩产“天花板”，为河南小
麦、中国小麦进一步增产提质贡献科研力量。

军人，以保家卫国为天职；农民，以种粮收获为天职。我叫马
有永，是新乡县七里营镇的一名退伍老兵，始终不忘在部队保家
卫国的初心，退伍后，立志要在农业上作出成绩，为国家粮食安全
作贡献。

我是新乡县七里营镇永昌家庭农场负责人，从 2000 年开始
通过土地流转建立家庭农场，现流转土地5000余亩，主要种植小
麦、玉米、大豆等粮食作物。

作为一名军人，我深知保家卫国的使命；作为一名农民，我更
懂得粮食安全对于国家的重要性。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可以报
效祖国，为国家作出自己的贡献。

为了多种粮、种好粮，我在扩大经营规模的同时，积极与河南
省农科院、河南农业大学、新乡市农科院，以及市、县农业农村局
等单位联系，不断向专家请教，得到了很多节种增效、小投入大产
出的方法。我从新乡市农科院小麦研究所所长蒋志凯处获知，可
以通过种植优质强筋小麦品种提高效益。种植强筋小麦品种“新
麦45”后，既提高了亩产量，又售卖个好价钱，每亩可增加收益近
220元，5000亩就是110万元，我已累计增加收益达2000万元。

通过种植优质强筋小麦，不仅提高了产量，为自己的家庭带
来更好的生活，还带动周边群众一起种植，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
时，也带动了群众共同富裕。

种粮人都喜欢收获的季节，辛苦付出终于得到了回报。但我
更喜欢播种的时刻，看着种下去的种子在泥土里生根、发芽，心里
特别满足。我种下去的是种子，更是无数个美好的希望！

一米一麦一米一麦 何以飘香全国何以飘香全国
新乡日报全媒体记者新乡日报全媒体记者 苏洪峰苏洪峰

一粒米一粒米、、一粒麦只有几十毫克一粒麦只有几十毫克，，但在新乡人的心中但在新乡人的心中，，却有着千钧的分量却有着千钧的分量。。
新乡建成高标准农田新乡建成高标准农田586586..7676万亩万亩，，盛产小麦盛产小麦、、稻米稻米、、玉米玉米、、花生花生，，粮食种植面积常年保持在粮食种植面积常年保持在10001000万亩以上万亩以上，，总产保持在总产保持在9090亿斤以亿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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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津小麦是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延津小麦是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曾一举创下全国第一家注册原粮商标曾一举创下全国第一家注册原粮商标、、第一船出口食用小麦第一船出口食用小麦、、第一家实现小麦期货经营第一家实现小麦期货经营、、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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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奖，，在上世纪在上世纪9090年代年代，，原阳大米风靡全国市场原阳大米风靡全国市场，，被誉为被誉为““中国第一米中国第一米”。”。

种子是粮食生产的“芯片”，保障粮食安全，种
业是关键。

我市是农业大市和种业育种、产种大市。近
年来，市委、市政府紧抓时代发展机遇，充分利用
资源优势、区位优势、交通优势，推进国家生物育
种产业创新中心和神农实验室建设，以中原农谷
建设为引领，高规格谋划、高标准布局、高站位推
动，强力推进新乡种业发展，努力打造新乡种业创
新高地。中原农谷“四梁八柱”初步构建，已入住
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中国农科院中原研究
中心、神农种业实验室等53家省级以上科研创新平
台，其中，种业创新平台38个。目前，全市种业研发
平台达到70个，拥有中国农科院、河南省农科院、河
南农大、新乡市农科院等科研育种基地。拥有先正
达、中农发等龙头种业企业74家。新乡优质特色农
作物种子基地常年保持在119万亩，其中，小麦种子
基地105万亩，占全省1/4，位居全省之首，是黄淮海
地区最大的小麦种子基地市，年供种能力10亿斤，
可满足全国10%的冬小麦用种。

一颗颗优质的种子，凝聚着一代代育种人的
心血和汗水。

春分麦起身，一刻值千金。踏着小麦生长的
节拍，市农科院小麦研究所所长蒋志凯奔波在试
验室、试验田、试验基地之间。为了打破强筋小麦
优质但不高产的“魔咒”，他在小麦试验基地和黄
淮南部麦区之间奔波了35个春秋。

他亦如一颗优质的种子，结出来的是优质而
丰硕的果实。由蒋志凯带领团队育成的“新麦26”

“新麦 45”“新麦 58”“新麦 65”“新麦 88”“新麦 98”
优质超强筋品种，实现了品质育种的创新突破，解
决了优质、高产难以协同改良的重大技术难题。
其中，“新麦 26”成为我国优质强筋小麦品种选育
与产业化应用的标杆品种，累计推广面积 1 亿余
亩，创造经济效益126亿元。

河南科技学院教授茹振钢躬身小麦育种事业
40 多年，虽年逾花甲，但谈起小麦培育推广、粮食
安全的话题依然精神抖擞。由他培育并推广的百
农系列小麦品种——“百农 62”“百农 64”“百农
160”“矮抗 58”“百农 4199”等，解决了高产与抗病
的关键问题，累计推广种植面积近 5亿亩，成果价
值高达 600 多亿元，全国 14 亿人吃的馒头中，每 8
个就有一个来自他培育出的小麦品种。

“中国人要把小麦‘芯片’紧紧地攥在自己手
中，必须牢牢掌握住小麦的话语权。”茹振钢说，在
黄淮平原的土壤、气候条件下，近期小麦亩产1800
斤的目标基本实现，中期亩产 2000 斤的目标正在
接近，小麦单产的“天花板”是每亩2800斤，相信中
国科学家会率先发起挑战。

做强粮食“芯片”
打造种业创新高地

近年来，随着一项项农业改革的深入实施，高标准农
田项目建设持续推进，我市的农业生态愈发活跃，全国第
一的“金品牌”也越擦越亮。

我市围绕帮助农民、提高农民、富裕农民，加快培育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引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有力增强了
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一群群、一批批“新农人”潜心学
习科学种田技术、抢抓政策机遇，成立家庭农场、专业合
作社，走上了一条规模化、集约化、科学化的种田道路。

获嘉县艳阳天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创办人徐方子近
来一直春风满面。他高兴的是自己流转的 2000 多亩地
返青后苗情极佳，更让他高兴的是，不久前他拿到了高级
职称证书，成为高级农艺师。昔日的“土专家”变成了“田
秀才”，妥妥的高级知识分子。

近年来，我市着力培育“新农人”，以小农户为基础、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重点、社会化服务为支撑，加快打造
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高素质生产经营队伍，增强农民种
粮的积极性，让更多的“新农人”成为“兴农人”。实施“人

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提质增效三年行动以来，新增农
业技能人才9万人、高技能人才6.2万人以上。今年我市
有 30名新型职业农民获得职称，其中 6人获得助理农艺
师职称、13 人获得农艺师职称、11 人获得高级农艺师职
称。

“还得继续向专家、向技术人员学啊，学与不学，打出
来的粮食可大不一样。要研究适种的良种，研究土壤特
性，研究各种气候对庄稼的影响，有针对性地应用推广高
产高效集成配套技术。”徐方子笑着对记者说，“我和专家
老师都约好了，老师还继续指导我，我今年要多带几家农
户，指导他们科学种田、提高产量，咱得对得起‘知识分
子’这个称呼。”

在政策的有力支持和引导下，我市农民群众选良
种、用良技、种好粮、多种粮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全市
优质小麦种植稳定在 500 万亩以上，优质强筋小麦种
植稳定在 160 万亩以上，优质大豆种植稳定在 20 万亩
以上。

“新农人”种科技粮“金品牌”越擦越亮

粮食，一头连着农田，一头连着餐桌。粮食加工业是
提升粮食附加值的关键，是构建农业产业链、推进农村三
产融合发展的核心。

近年来，我市以“三产融合、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
目标，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抓住“粮头食尾”“农头工
尾”，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打造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培育
壮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拉长产业链条，做大产业
规模，完善利益联结机制，不断创新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新模式。

从“一粒粮”到“一条链”，让每粒粮都更有价值。
走进位于延津小麦产业园的克明面业有限公司，记

者看到，16条生产线正加紧生产。该公司行政部经理裴
亚明介绍，延津本地小麦质量好、颗粒饱满，几乎没有不
完善粒。目前，延津挂面生产基地年产挂面 20 万吨，已
形成营养、高筋、儿童、如意等 8大系列、900多个规格产
品，畅销全国。

延津小麦不仅让餐桌美食香飘四溢，进了酒厂，它又
会变身成为名贵佳酿。贵州茅台酒厂不远千里在延津县
建立有机小麦原料基地，“我们喝茅台酒时就能品尝到延
津小麦的麦香。”新乡市隆嘉实业有限公司经理张建国介
绍，今年该公司与贵州茅台酒厂签订的延津有机小麦收
购订单有25000亩。

目前，延津县已形成以优质小麦为“头雁”，“面粉－
面条－面点－速冻食品”和“白酒－包装－印刷－物流”
产业链为两翼的“雁阵”产业发展体系。

“中国第一米”之乡的原阳县，投资150亿元，建设占
地5510亩的中国（原阳）预制菜创新示范产业园，入住知
名食品企业156家，产品种类突破4000种，2023年预制菜
全产业链营收突破 200 亿元。原阳县被评为“全国十大
预制菜产业基地”“2023年全国预制菜百强产业基地”“中
国预制菜产业示范县”。

近年来，我市先后引进培育了“大北农”“米多奇”“克
明面业”“五得利”“雨轩食品”“九豫全”“鲁花”“星河生
物”等一批国内外大型知名企业，不断发展壮大龙头企业
规模，形成面制品、速冻食品、休闲食品、肉制品、特色产
业五大主导产业，促进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目前，市
级以上农产品品牌达到 273 个，位居全省前列。市级以
上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152家，其中国家级 4家、省
级65家、省级以上农业产业化联合体21家 。2023年，规
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282家，营业收入达400多亿元。

日前从市农业农村局传来消息，在今年全市种植的
620 万亩小麦中，一二类苗占比达到 95.9%，为夏粮丰收
奠定了坚实基础。消息振奋人心！

延链强链 做好产业兴农“大文章”

不断冲击亩产“天花板”
河南科技学院小麦研究中心教授 茹振钢

我为国家粮食安全作贡献
新乡县七里营镇永昌家庭农场负责人 马有永

全市小麦机收减损技能大比武活动全市小麦机收减损技能大比武活动 新乡日报全媒体记者新乡日报全媒体记者 赵云赵云 摄摄

丰收的喜悦丰收的喜悦 牛国平牛国平 摄摄

原阳县抓住中原农谷建设机遇原阳县抓住中原农谷建设机遇，，打造智慧型农业打造智慧型农业。。赵健赵健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