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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
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我市抢抓机遇，立足
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以新质生产力引领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积极促进特色产业规模化、标
准化、产业化、智能化、绿色化。

●规模化生产夯基础

规模生产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基础。
紧紧围绕果、菌、药、菜、牧等特色产业，

科学规划、调整结构，推动特色产业规模生
产。果品业，围绕卢氏官道口—灵宝寺河山
—陕州二仙坡“苹果黄金带”，稳定高山苹果
基地规模，进一步扩大红啤梨、软籽石榴、玉
露香梨等特色水果栽培面积，推动水果多样
化供给。今年以来，新栽植水果 1.09 万亩，其
中苹果 0.11 万亩、特色水果 0.98 万亩，预计今
年年底果品面积将稳定在 230 万亩。食用菌，
着力扩规模、提品质、增效益，推动由林下种
植向设施大棚种植、由传统生产向环保生产、
由普通品种向名优品种转变。截至目前，栽
培规模 4.07 亿袋，占全年目标的 81.4%。中药
材，按照适度集中的原则，突出发展以连翘、
丹参、柴胡等为主的道地药材，统筹发展黄
精、板蓝根、五味子等适销对路药材，形成具
有区域特色的药材种植格局。目前人工种植
道地药材面积 97 万亩，完成全年种植目标。
蔬菜，重点发展设施蔬菜基地，高山越夏蔬菜
基地和单品种蔬菜基地，提高蔬菜综合生产
能力。截至目前，播种面积 30.4 万亩，占全年
目标的 76%。畜牧业，稳定生猪产能，推动牛
羊产业发展扩群增量、提质增效。截至目前，
肉蛋奶产量分别达到 4.5 万吨、2.3 万吨、1.2 万
吨，分别占全年目标的 53%、58%、60%。

●标准化建设促提升

标准 化 生 产 是 农 业 新 质 生 产 力 的 重 要
支撑。

制定生产标准。近年来，我市共修订颁
布了市级以上生产标准 125 项，其中国家级 2
项、省级 45 项，推动了特色产品有标可依、按
标生产。加强基地建设。按照集中连片、规

模 发 展 的 原 则 ，推 动 农 产 品 基 地 生 产 标 准
化。建设 4 个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
基地、2 个国家级“三品一标”基地、1 个省级

“三品一标”基地、3 个省级道地药材规范化生
产基地、2 个首批国家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
化示范基地、2 个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打
造优势品牌。积极实施质量兴农、品牌强农
行动，打造优势特色农产品品牌。截至目前，
全市有效期内的绿色食品有 101 个、名特优新
农产品 20 个、农产品地理标志 14 个，全市绿
色优质农产品总数达到 135 个。河南省知名
农 业 品 牌 总 数 47 个 ，其 中 区 域 公 用 品 牌 10
个、农业企业品牌 13 个、农产品品牌 24 个。

●产业化发展聚合力

产业化 发 展 是 农 业 新 质 生 产 力 的 必 由
之路。

推进全产业链发展。深入实施“11335”
行动，延链补链、扩链强链，着力打造苹果 100
亿元级、食用菌 100 亿元级产业集群，中药材
300 亿元级、畜牧 300 亿元级产业集群和 500
亿元级的绿色食品产业集群。目前全市苹果
全 产 业 链 产 值 达 到 230 亿 元 ，食 用 菌 142 亿
元，中药材 203 亿元，畜牧业 310 亿元。坚持
项目引领。截至目前，已争取到优势特色产
业集群、重点作物绿色高质高效、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设施种植条件改善等项目 40 个，总投
资 7.52 亿元。其中卢氏县成功入选国家级中
药材产业集群项目，总投资 2 亿元，国家级产
业集群达到 2 个；新建在建亿元以上重点畜牧
项目 3 个，计划总投资 42.5 亿元，已完成投资
16 亿元。同时，抓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项目资金管理。截至目
前，全市纳入年度实施计划项目 226 个，投资
总金额 9.86 亿元，已开工项目 209 个，项目开
工率 92%；全市衔接资金预计投入 9.53 亿元，
已对接 6.66 亿元，对接率 87%，已下拨 5.65 亿
元，已支付 2.87 亿元，支付率 43.20%。培育
壮大主体。三门峡牡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入选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我市目
前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总数达到 4

个，市级以上龙头企业 123个，其中省级 25个、
市级 94 个。新增农民合作社 35 家，合作社总
数 4635 家；新认定 5 家省级农民合作社示范
社，总数 44 家；新发展家庭农场 28 家，家庭农
场总数 4228家。

●智能化管理增效益

数字农业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具体呈现。
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为重点，选择产业

有基础、市场有需求、技术有支撑的领域整合
资源、重点发力、示范带动，加快推进乡村数
字化、智能化。灵宝市入选国家级数字乡村
示 范 、卢 氏 县 入 选 省 级 数 字 乡 村 示 范 县 建
设。按照“一村九园”模式，运用大数据、物联
网、云计算、5G 等先进的信息技术及设备，建
设省级数字乡村数据中心，目前，已建成寺河
山智慧果园物联网信息中心、灵宝市农产品
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信息等平台，推动果品生
产信息的实时上传、全程监测记录和水肥一
体自动化控制，实现生产全程可监管、可追
溯。同时，在易地搬迁社区创新开发“智慧兴
贤里综合服务”平台，将大数据技术应用于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推动数据共建共享、平台互联互通，打造智慧
便捷、公平普惠的数字化服务体系，实现数据
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绿色化转型添动能

绿色发展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底色。
持续实施化肥减量增效行动，开展测土

配方施肥，指导农民科学肥水管理，促进测土
配方施肥成果落地。加快“三新”集成配套推
广，探索整村整乡推广“三新”（新技术、新产
品、新机具）集成模式。以农业废弃物资源化
利用为目标，统筹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和无害化处置、秸秆禁烧及综合利用，农膜的
有效回收和无害化处理，不断推动农业绿色
发展。全市秸秆综合利用率稳定在 93%以上，
地膜回收率在 95%以上，规模养殖场畜禽粪污
处理设施配套率 100%，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稳
定在 91%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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崤函沃野“丰”景美，千门万户喜开颜。
刚刚过去的“三夏”时节，麦浪翻空沃野黄，丰收愉悦写眉行。崤函

大地，从东到西，从南到北，随处可见一幅幅热气腾腾的“农耕图”、“丰”
景图：全市 114.2 万亩小麦“颗粒归仓”，丰产增收；134.62 万亩秋粮播种
入地，生机待发。这是全市上下聚焦粮食安全“国之大者”，坚持“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扛稳粮食安全责任担当，推动农业现代化开花结果的生
动写照。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今年以来，全市农业农村系统认真学习贯彻
中央、省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全面落实市委八届五次全会决策部署，按
照现代化三门峡建设“13561”工作布局，紧紧围绕“农”字做文章，锚定特
色农业强市目标，把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为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的
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全力抓好粮食生产，持续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着力保障“菜篮子”产品供给，统
筹提升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水平，做好“农”字大文章，乡村振兴交
出了“亮丽答卷”。

据测算，今年上半年全市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速 3%，农林牧渔业总产
值增速 3%，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 9253.3 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9.1％，位居
全省第一方阵前列。在全省 2023 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考核中，我市位居全省第 5名，并作了典型发言。

聚焦“五良”措施
扛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

民以食为天，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
今年以来，我市坚决扛稳扛牢粮食安全重任，认真落实粮食安全党

政同责，积极实施粮食单产提升工程，推行良田、良种、良法、良机、良制
“五良”集成融合，探索出“提效率、提地力、提单产，减水、减肥、减人工”
的小麦大面积单产均衡增产之法，“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夯实粮食安全
根基，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建良田，稳产增产筑根基

粮食生产根本在耕地。按照建设标准化、装备现代化、应用智能化、
经营规模化、管理规范化、环境生态化“六化”要求，落实“投融建运管”一
体化市场化推进模式，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和提质改造。今年，全
市利用增发国债项目，组织实施 7.6 万亩高标准农田项目，其中新建 4.9
万亩，改造提升 2.7 万亩，涉及渑池县、灵宝市、陕州区，总资金 1.77 亿
元。截至目前，全市工程建设完成 20%，预计年底前全面完工。建成后，
全市高标准农田将达到 101.3万亩。

●育良种，粮食高产育“芯”机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种子安全，才有粮食安全。我市不断加大良
种的培育力度，持续推进小麦新品种选育、高产高效栽培技术研究、示范
和推广等工作。今年以来，先后组织实施科技攻关项目 11 项，完成农业
技术推广项目 6 项，选育审定小麦新品种 7 个，其中 4 个取得了国家植物
新品种权证书，获得科技进步奖 7 项，国家发明专利 1 项，实用新型专利 3
项。这些新品种的不断推广和改良，为粮食丰收打下了坚实基础。

●施良法，绿色循环可持续

良种还要良法配。近年来，我市大力推广粮食绿色高产高效集成技
术、玉米密植滴灌精准调控、化肥减量增效“三新”（新技术、新产品、新机
具）、水肥一体等新技术，实现农业绿色发展和提质增效。截至目前，全
市建立“三新”技术示范区 16 个，示范面积 6.5 万亩，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推广面积 206.7 万亩，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 90.5%，施用有机肥 72.7
万亩。数据显示，通过集成推广良种良机良法所种出的粮食产量平均增
加 10%，小麦亩均增产 35 公斤，玉米亩均增产 30 公斤。

●用良机，科技赋能提质效

农业现代化离不开农机现代化。按照精准、减损、智能、提效的原
则，不断推动智能、绿色、高效粮食收获机械应用，挖掘粮食机收减损潜
力，实现从浇灌、植保到收割全程自动化、机械化。据统计，今年我市已
争取中央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 1239 万元，补贴机具 161 台，受益农户 136
户，补贴资金 48.346 万元。“三夏”期间全市投入 1157 台联合收割机，小
麦机收率达到 98.6%，确保了小麦“颗粒归仓”，秋粮全部入地。同时，积
极谋划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共谋划农机设备更新项目 25
个，项目总投资 5.4885 亿元，其中智慧农机装备提升项目 5 个，畜禽农机
设备提升项目 3 个，植保农机设备提升项目 3 个，果园农机设备提升项目
2个，烘干设备提升项目 2个，农机报废更新项目 10 个。

●行良制，规模经营促发展

以农业企业、合作社、种粮大户对接规模化，把分散小农户与统一大
市场联结起来，鼓励有条件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
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并优先向规模化种植地块倾斜。同时，加快构建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指导服务体系，不断探索流转土地统一发包、组建新型
合作农场、社会化托管服务等适度规模经营新模式。截至目前，全市农
民专业合作社总数达到 4635 家，其中省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 44 家，家庭
农场总数 4228 家。

今年是河南省全面学习“千万工程”的关
键之年，我市推出了多项全省率先之举，建设
新载体、践行新理念、发展新模式、健全新机
制、培育新农人，对标学习运用“千万工程”，
初步给出了一套具有豫西丘陵山区特色的学
习“千万工程”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系统解法。

●建设新载体

学习“千万工程”，县域是关键载体和单
元。

我市以县域单元为载体，以建设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示范城市为载体，
顶格谋划、顶格推动建设沿黄乡村振兴示范
带，成为打造乡村振兴三门峡样板的关键抓
手。今年以来，该局持续深化“五园八线路九
基地”的产业布局及乡村旅游线路。截至目
前，沿黄 90 个村庄规划应编尽编，87.5%的沿
黄村庄形成“一村一品”的产业发展格局；持
续深化“天下黄河，乡遇大安”“黄河聚落，移
民城村”“千年枣乡，诗意后地”“九曲黄河，大
美东寨”等 4 个示范村建设，后地村“灵宝明清
古枣林”成功申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沿
黄乡村振兴呈现以点带面、由线到面的发展
态势。

●践行新理念

坚持运营思维，挖掘乡村潜力、激发内生
动力，释放发展活力，以运营前置理念推进乡
村建设。

以灵宝市尹庄镇为例，尹庄镇前期主打
“招商式运营”，以经营主体的需求为运营目
标，政府负责配套设施提标改造、村容村貌整
体提升和历史民俗文化挖掘植入，精准招引
优质经营主体；中期主打“服务式运营”，特聘
专业人士担任唐窑村、寺洼村乡村 CEO，指导
经营主体做好品牌运作、市场营销等工作，积
聚乡村人气名气；后期主打“陪伴式运营”，探
索建立“一社一企+N 部”的镇级集体经济带

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模式，镇村、国有企业、
经营主体三者之间开展常态化沟通协作，帮
助乡村进一步完善配套、丰富业态，推动网络
流 量 转 化 为 客 流 量 、客 流 量 转 化 为 消 费 增
量。今年，全市将高标准建设 20 个示范村，统
筹推进 50 个和美乡村、70 个美丽乡村建设，因
地制宜、创新探索有效的乡村运营新模式，进
一步推动产村融合、共建共富。

●发展新模式

多次组织领导干部外出学习考察，对标
先进经验，找到一条片区组团发展的新模式。

立足全国乡村振兴示范县灵宝市、全省
乡村建设示范县义马市等县域基础，制定三
门峡市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五年行动方
案。同时，在片区发展方面，强调以交通干
线、河流、产业带为轴线，以村庄为单元，整合
优势资源、促进融合发展，推动各村串点成
线、连线成片、集片成带，推动形成一批特色
鲜明、辐射带动能力强的乡村振兴片区，形成
规模效应。

●健全新机制

结合实际，不断健全学习“千万工程”新
模式、新机制。

监测帮扶机制。坚持早发现、早干预、早
帮扶，健全“动态比对+预警反馈+实地核查+
识别纳入+跟踪帮扶”监测预警机制，一户一
策、精准帮扶，确保应纳尽纳、应帮实帮、应消
稳消。截至目前，全市已消除风险监测对象
7495 户 21116 人，风险消除率 51.22%，较 2023
年年底提高 3.06%，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
贫底线。常态化推进机制。建立“市域现场
观摩+推进会”的常态化机制，定期通过现场
会，对全市各县（市、区）进行阶段性评估。联
农带农机制。比如，灵宝市大力推行党支部
领办合作社，注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257 个，
吸纳入股群众 2.2 万余户，其中 135 个合作社

实现了分红，增加村集体收入 1100 余万元，群
众增收 6600 余万元。一体推进机制。探索建
立投融资机制、项目建设机制、运维管护机制
等，按照“上级资金争取一点儿、融资渠道筹
措一点儿、镇级财政拿出一点儿、经营主体
投资一点儿”的思路，着力破解“谁来投”“谁
来建”“谁来管”以及“钱怎么融”“如何还”等
难题。

●培育新农人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新征程需要“新农
人”，新时代呼唤“新农人”。

聚焦现代农业发展需求，以培育高素质
农民为抓手，深入推进“人人持证、技能河南”
建设工作，通过实施“头雁”行动、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带头人、农民大培训等行动，大力开展
涵盖农业技术、电子商务、经营管理等内容的
培训，带动培育更多有情怀、懂技术、善经营、
会管理的新时代“新农人”。上半年，完成农
业技能培训人数 1129 人。共认定市级乡村
工匠名师、大师 28 人，认定省级乡村工匠名
师 1 人。新增技能人才持证 535 人，新增高技
能人才 64 人，带动培训农民 3.2 万人次。“人
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激活新动能，增强新
活力。市农业农村局被省政府授予“首届河
南省技能人才高地建设工作先进集体”荣誉
称号。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奋蹄。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是

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一年，是现代化三
门峡建设的攻坚之年，三门峡市农业农村局
将持续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以新
一轮机构改革为契机，进一步转变职能、提升
效能、加快融合、改进作风，适应新形势、发挥
新优势、增强新动能，踏铁留印、压实责任，层
层递进、久久为功，把“农”的这篇文章做大做
活，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三门峡实践
新篇章。

聚焦“五新”方法 推动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走深走实

聚焦“五化”路径 培育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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