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平原示范区高标准农田万亩核心区，种粮大户可在管理服务中心，登录中
原农谷种业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自家麦田的长势。图为平原示范区师寨镇相关
负责同志在向记者演示平台使用。 新乡日报全媒体记者 赵云 摄

科技显身手 实时观苗情

中共新乡市委主管主办 新乡日报社出版 网址：http://www.xxrb.com.cn 今日4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41-0006 今日天气 晴 17℃～6℃ 总第13264期

●社长：朱金明 总编辑：张哲 ●本期报纸总值班：王高峰 值班编委：高志勇 本版责任编辑：陆忠新 责任校对：杨川 本期美编：王梅芳 ●总编室邮箱：xxrbzbs@163.com 新闻热线：13700731641
●社址：新乡市平原路东段441号 邮编：453003 总值班室：3052088 办公室：3052279 广告中心：3052742 ●经营许可证：豫新广字95001号 发行部：3833789 ●印刷：新乡日报印刷厂：3024427 地址：平原路东段新乡日报社院内 零售价：1元5角

XINXIANG RIBAO

2024年3月19日 星期二
农历甲辰年二月初十

新华社北京 3月 18 日电 3 月 18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普京，祝贺他当
选连任俄罗斯联邦总统。

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俄罗斯人民团

结一心，克服挑战，在国家发展振兴的道
路上稳步前行。你再次当选，充分体现
了俄罗斯人民对你的支持。相信在你领
导下，俄罗斯一定能够取得国家发展建

设的更大成就。中方高度重视中俄关系
发展，愿同俄方保持密切沟通，推动中俄
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健康
稳定深入发展，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习近平致电祝贺普京
当选连任俄罗斯总统

□新乡日报全媒体记者 琚铭洁 文/图

机械手挥动臂钳，与多种自动化
设备相互配合，有条不紊地执行着“大
脑”发来的指令（如图）。从来料到成
品，机械手臂钳来回穿梭……一台台
冷柜整齐排列在自动传送工作台上，
依次进行预装、发泡、总装、包装等工
序。这是新飞智家科技产业园车间智
能制造的场景。

世界首台空气制冷超低温冰箱、自主
研发的抗菌除菌冰箱……“新飞造”冰箱，
犹如一棵常青树，屹立在家电市场多年。
如今，在智能化技术的加持下重新焕发生
机。

“改造前，基本上每个环节都要通
过人工操作，费时费力。”相关工作人员
介绍，以绿色化、智能化、数字化的理念
规划建设新园区，在园区规划、产品设
计、工艺路线制定、设备选型等阶段对
标国内一流水平。通过引入自动化设
备和机器人替代人工，钣金线全伺服控
制，可实现柔性生产；MES 系统的全面
部署，大幅提升了生产过程管理信息化
水平和制造效率。

不同的冷柜品类需要不同的标准
电气零部件，如何保障冷柜装配过程
中各种零部件不出错？记者在这条生
产线上找到了答案，那就是“能够实现
高精度运动控制的自动控制系统”。
在装配环节，MES 系统应用无处不在，
各种型号的零部件实现了与冷柜精准
无误的匹配。据了解，目前，园区冷柜
生产线一期已达产，预计年产 80 万台
冷柜；随着二期投运和全线运营优化，
将在今年实现 200 万台年产量。同时，
200 万台高端智能冰箱的生产线也将
在今年投产运行。

近年来，我市全力推进新型工业化
建设，形成了以新飞制冷、海宝电器、新
科隆电器、金龙铜管、飞鸿实业为代表
的白色家电产业链和以大树家居、大班
家具、宏达木业为代表的木质家具产业
链。目前，规模以上现代家居企业 79
家 ，占 全 市 规 上 工 业 企 业 的 4.1% 。

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 161.5 亿元。
白色家电的蓬勃发展是我市现代

家居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据了解，
我市现代家居行业拥有国家级企业技
术中心 1 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2 家，
省级研发平台 6 家，市级研发平台 16
家。新飞制冷与西安交通大学能动学
院合作共建新型制冷装备研究院，联
合开发高端低温制冷技术，努力打造深
冷技术领域完整的“政、产、学、研、用”
体系。新科隆电器是全球最大的无氟、
高效蒸发器、冷凝器等制冷系统制造
商，企业基于冰箱吹胀蒸发器工艺自主
研发了 5G 基站用热交换系统，广泛应
用于华为公司5G通信设备。

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自主研发
“双分布双模块智能制造模式”……家
具产业是现代家居产业链的重要组成
部分。大树家居（大信）发明“双分布
双模块智能制造模式”，破解了定制产
品在定制过程中成本高、周期长、质量
差、规模生产难的难题，工艺装备水平
领先国内同行。

从传统家电到智能家电再到智能
产品，制造业驶入“智造”的快车道，越
来越多的家居产品插上了“智慧”的翅
膀。只需要一句“指令”，窗帘就能缓
缓拉上，灯光依次关闭。走进大班家
具体验区，只要一个遥控器就能操作，
开启休息、按摩、观影、调温、监测等多
种模式。

我市作为全省重要的制冷产业生
产基地和木质家具生产基地，流淌着
与生俱来的家居“基因”，从冷凝器到
冰箱、从木材到沙发，逐渐形成了集家
电生产、电器零配件、木材家居、销售
物流及相关配套服务于一体的产业
链。下一步，将通过补链、延链、强链
向家居数字化、智能化方向不断迈进，
形成独具特色和富有市场竞争力的家
居产业集群。

““链链””就家居智慧大脑就家居智慧大脑
———我市现代家居产业链向数字化智能化迈进—我市现代家居产业链向数字化智能化迈进

本报讯“新质生产力，就是打破传统的
思维模式、传统的管理模式、传统的体制，向
着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挖掘更大生产潜
力。”3 月 14 日，全国人大代表买世蕊到市消
防救援支队，第一时间把“冒热气、接地气”的
全国两会精神带给全市 1300 余名消防指战
员。宣讲结束后，买世蕊受聘为“新乡消防宣
传大使”。

3 月 11 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胜
利闭幕，出席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买世蕊返
回新乡的第二天，就来到位于市人民公园的
新乡好人馆，向全市各级道德模范和“身边
好人”代表，新乡工业学校和新乡职业技术
学院师生代表，宣讲全国两会精神，讲述参
加全国两会的心得和感悟。

在通过视频会议系统为全市消防指战
员宣讲中，买世蕊介绍了全国两会盛况。她
说，3 月 5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
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
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3 月 7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十四届
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
团全体会议时强调，新兴领域战略能力是国
家战略体系和能力重要组成部分，要强化使
命担当，深化改革创新，全面提升新兴领域
战略能力。

随后，买世蕊就老百姓关心的“社保将

逐步实现全国一卡通”“城乡居民基础养老
金最低标准提高 20 元”“城市退休人员继续
上调养老金”等民生话题，向大家进行了详
细讲解。“党和国家就是在切实回应人民群
众热切期盼这一桩桩、一件件事情中，进一
步提升了政府公信力，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党
的信任感，更加密切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
联系。”买世蕊动情地说。

市消防救援支队政委邵辉表示，宣讲很
及时，参加人数多，效果好，他们将把学习全
国两会精神与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切
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新乡消防救援事业
发展的有力推手。

据悉，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买世蕊围绕
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推进外卖平台健康发
展、志愿服务立法、制定终身教育法等提出
106 件议案建议。这些带着“露珠”、散发着

“泥土”味道的议案建议是她深入基层，和群
众“打成一片”收集到的第一手资料，经过讨
论研究后形成的，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人大代表是党和国家联系群众的桥梁纽
带，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坚持不懈把全
国两会精神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在本职
岗位上奋勇争先，在为民服务中担当尽责，引
领广大群众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
部署上来，凝聚起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
强大力量。”买世蕊坦言。 （志静 张鑫）

全国人大代表买世蕊

把“冒热气、接地气”的两会精神
带给消防指战员

□新乡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高峰

春风里，中原农谷正迎来越来越多
的关注，成为河南的新名片、新乡的新地
标。3月18日，新华社、《光明日报》等中
央级媒体和《河南日报》、《河南日报》（农
村版）、《东方今报》等省级媒体，用重要位
置聚焦正在建设中的中原农谷，展示新
质生产力在中原农谷的快速生成和无限
前景。

中原农谷，到底“中”在哪儿？

平台能级高 研发体系初步形成

说中原农谷的发展，离不开以下6个
关键时间节点：

2022年2月14日，省委农村工作会
议召开，第一次正式提出中原农谷。

2022年3月29日，省委一号文件出
炉，提出“以新乡平原示范区为中心，规划
建设中原农谷”。

2022年4月13日，省政府印发《中原
农谷建设方案》，明确提出“把中原农谷建
设成为汇聚全球一流种业人才、掌握全
球一流育种技术、具备全球一流科研条
件、培育全球一流农业生物品种、拥有全
球一流种业企业的种业基地，成为引领
我国种业跨越式发展并参与国际竞争的
战略科技力量”。

2022年11月30日，省委、省政府印发
《关于加快中原农谷建设打造国家现代农
业科技创新高地的意见》，要求集聚国内
外一流创新资源，加快中原农谷建设，打
造国家级、国际化农业科技创新高地，形
成“南有航空港、北有中原农谷”的发展格
局。

2022年12月28日，省政府印发《关
于加快建设中原农谷种业基地的意见》，
提出“集聚种业领域科技创新资源，共建
共享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农业科技
基础设施集群、科研试验示范基地集群、
种业产业集群”。

2023年6月13日，省政府印发《中原
农谷发展规划（2022—2035年）》，明确要
求中原农谷要“聚焦国家种业振兴、粮食
安全重大需求，瞄准农业科技前沿热点、
关键核心技术卡点、产业提质升级痛点”。

“具备全球一流科研条件”、“集聚国
内外一流创新资源”、“共建共享重大科技
创新平台”、“瞄准农业科技前沿热点、关键
核心技术卡点、产业提质升级痛点”，指向
的都是高能级平台。中原农谷建设，高能
级平台是关键，也最引人瞩目。

报道称，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
心、神农种业实验室、中国农科院中原研

究中心等一批国家级研发平台和省级试
验室，已携手高等院校、种业企业进驻平
原示范区，建立了优势创新资源共同参
与、产学研协同的种业创新体系。目前，
中原农谷已入驻省级以上科研平台 53
家，研发体系初步形成。

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于
2019年4月16日正式成立，是由省农科
院牵头，联合行业上下游企业、高校和
科研院所及相关金融资本、知识产权机
构共同组建的产业创新中心。作为农
业领域首个产业创新中心，国家生物育
种产业创新中心建成集创新、熟化、展
示、转化、产业、资本等多功能于一体的
生物育种产业新城，全面提升中国生物
育种科研能力，从源头上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

神农种业实验室于2021年9月23日
正式揭牌运行，是省政府批准建设的首
批省实验室，目前聘任了包括3名院士在
内的9名知名专家为领域首席科学家，组
建了8支固定研发团队，围绕小麦、玉米、
花生、芝麻、畜禽等优势领域开展联合攻
关，培育优质良种。

中国农科院中原研究中心于 2023
年 3 月正式成立，是中国农科院与省政
府联合布局的农业科技区域创新中心，
按照“一个中心（中国农科院在河南的区
域创新与成果转化平台）、两个基地（中
国农科院新乡综合试验示范基地和国家
特色果树种质资源圃）”进行功能布局，
负责统筹中国农科院在豫科技资源，以
高水平科技支撑中原农谷和河南农业强
省建设。中原研究中心聚焦中原地区重
要农作物种业科学、绿色高效生产、农产
品加工与质量安全等重大需求，打造具
有国内一流水平的科技创新高地。同
时，重点推进“果蔬园艺作物种质创新与
利用全国重点实验室”和“农药与生物技
术产品检验检测研发平台”等平台的入
驻和建设。

团队层次高 科研成果振奋人心

凤栖梧桐，龙翔九天。肩负着种业
振兴重大使命的中原农谷，越来越深地
吸引着同样胸怀使命的高层次人才。截
至目前，中原农谷已入驻专家团队39支、
高水平种业人才311人，与吴孔明、张新
友等14名院士建立了合作关系，取得了
一批振奋人心的科研成果。

据统计，中原农谷建设正式起步不
到两年，已有37个农作物新品种通过审
定，其中郑麦379等5个品种入选2023年
农业农村部主导品种，新麦58、郑麦918

先后以1618万元、1918万元成功竞拍，
接连刷新我国小麦单品种转让价格纪
录。致力于打造国际一流农科“芯”城，中
原农谷已全面起势，与中原科技城、中原
医学科学城构筑形成河南“三足鼎立”科
技创新大格局。

报道称，一株来自西北的牧草，一株
来自中原的小麦，在中原农谷碰撞后擦
出了火花。中原研究中心小麦种质资源
创新与利用团队，利用冰草与小麦远缘
杂交创制的小麦新品系普冰资300，较对
照增产15%以上。

“冰草是生长在西北地区的一种牧
草，对小麦白粉病等病害免疫。”团队骨干
张锦鹏介绍，研究人员将冰草和小麦进行
远缘杂交，选育出了“普冰”系列小麦新品
种，有了冰草基因的加持，小麦的产量和
抗病性都能大幅提高，现在已有12个“普
冰”系列小麦品种通过国审。

在中原农谷，省小麦产业技术体系
首席专家、省农科院作物分子育种研究
院小麦丰优育种创新团队学术带头人雷
振生和他的团队综合利用远缘杂交、分
子标记、航天诱变、面团流变学等各项技
术，创新集成多套优质小麦育种技术体
系，丰富小麦遗传育种理论，提高育种效
率：在国际上率先研发出一系列麦谷蛋
白亚基分子标记并用于辅助育种，提高
了优质品种选育效率；首次发现DNA甲
基化调控小麦面筋品质，开辟优质小麦
育种新途径。在去年11月10日开幕的
2023中原农谷国际种业大会上，雷振生
团队的郑麦918生产经营权以1918万元
的价格成功转让给延津县帝益麦种业有
限公司。

神农种业实验室关注的重点，是“种
业创新的统筹”，构建高效育种技术体
系，创制重要种质，培育出具有突破性的
品种，保障国家粮食生产安全。目前，通
过联合攻关，神农种业实验室产生了一
系列原创性成果：发现玉米籽粒铁转运
分子开关，发现并克隆调控芝麻节间长
度的短节基因，在全球首次绘制玉米植
物根应答病原菌浸染的高分辨率细胞图
谱等。

人才接踵而至，创新成果纷至沓
来：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的大
豆育种团队进行大豆抗病育种研究，
通过大豆抗病能力接种试验寻找新的
抗病基因，从而培育出抗病性良好的
大豆新品种。利用基因编辑技术，花
生育种团队成功创制出抗苯磺隆除草
剂花生新种质，可以抗 6 倍于实际生产
浓度的除草剂，在国内花生育种界引

起轰动。

建设标准高 一流服务托起梦想

中原农谷是“省之要者”，更是新乡发展
的历史性机遇。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
下，在20多个省直单位的250多项配套政策
支持下，在市委、市政府的高标准推进中，中
原农谷高位起势，一年时间完成了“四梁八
柱”构建，成为创新创业创造的沃土。

报道称，过去的小麦育种工作，主要
靠“一把尺子一杆秤”、“牙咬眼瞪鼻子闻”
进行表型观察，科研条件非常简陋。如
今，在中原农谷，小麦育种技术手段大为
改进，进入仪器精准鉴定和标记辅助选
择阶段，向分子育种阶段迈进。

在神农种业实验室的人工气候室
内，一排排麦苗静静地生长着。实验室
是无菌环境，种子都是用纯净水浇灌。
室内模拟的是种子全生育周期所需要的
环境，春小麦一年可以繁育6代，一年可
以完成6次从种子到种子的过程；花生一
年可以繁育4代，大大缩短了生长周期。
过去，培育一个小麦品种至少需要8年，
现在最快可提高到两年。

虽有良种，还须良机、良技、良法、良
制，必须将实验室和一块块农田紧紧联
结 。 我 市 已 累 计 建 设 高 标 准 农 田
586.76万亩，占耕地面积的85.8%，建设
投资60亿元以上，建成比重和投入位居
全省前列。按照建设标准化、装备现代
化、应用智能化、管理规范化、经营规模
化、环境生态化的“六化”要求，目前已在中
原农谷“一核三区”建成100万亩高标准农
田示范区。

走进平原示范区师寨镇高标准农田
万亩核心区，田成方、林成网、沟相通、渠
相连，高约4米、长100多米的大型平移
式喷灌设备缓缓移动，小麦喝上了水肥

“营养餐”。操作并不复杂，打开手机，按
照流程摁几下，两三分钟后，所有的喷头
喷出水花，每隔5分钟，喷灌设备的双轮
就会前移半米。

“浇地还能这么方便，搁在以前想都
不敢想。”用平移喷灌设备，不光省水省
力，还浇得匀实，从前要七八天的活儿，现
在一个人两天就干完了，“智慧灌溉”为麦
田春管按下了“快进键”，村民说，“地头的
高科技设备还有不少，智能墒情监测系
统实时监测麦田干旱程度，昆虫雷达能
远距离监测迁飞性害虫运动轨迹，现在
种田越来越方便了。”

一粒种出，天下熟足。中原农谷，必
将以其自身的发展，赢得越来越多的尊
重和关注。

中央和省级媒体昨日聚焦中原农谷建设

一年繁育6代小麦4代花生
中原农谷“中”在哪儿？

本报讯（新乡日报全媒体记者 翟京元 通讯员 黄雪坤 靳晰
文/图）3月17日，安罗高速黄河特大桥北跨堤桥顺利合龙，钢结构部
分全部施工完成。

安罗高速即安阳至罗山高速公路，其中新乡段经过延津和原阳
两县。安罗高速黄河特大桥位于新乡市与郑州市之间，全长约15公
里。北跨堤桥为安罗高速黄河特大桥的一部分，在原阳县境内跨越
黄河大堤，采用变截面双边箱钢混组合梁结构，长275米，宽41.5米，
总重5300吨，共计23个节段。

据项目施工单位中交二航局黄河高速项目总工贺江平介绍，施工点现
场地势复杂，箱梁横跨3条村道，并斜跨黄河大堤，大堤两侧边坡为三层阶
梯状，高差15.86米，吊装环境十分恶劣，对吊装站位及吊梁顺序影响较大。

为了保证北跨堤桥顺利合龙，为后续桥面板及北副桥架梁施工创
造条件，中交二航局建设团队针对现场地形，采用三维建模、动画模拟、
航拍拟合等先进测量技术，精准划定吊装设备站位，科学调整钢梁吊装顺
序，确保北跨堤桥钢梁吊装过程安全高效。同时，施工现场还采用了全包
裹跨路支架平台，确保社会车辆通行顺畅。下一步，施工单位将进一步统
筹资源配置，加快开展桥面板铺装及张拉施工，确保完成后续节点目标。

大桥预计今年年底实现全桥合龙，2025年建成通车。项目建成
后，将会在大广高速与京港澳高速之间形成新的纵向通道，缓解京港
澳高速交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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