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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产200亿斤粮食

河南有很多好办法

河南省省长郭庚茂 11 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

说，尽管面临种粮比较效益低等问题，河南省将采取多种措施，确保实现国

家确定的 2020 年全省粮食增产 200 亿斤的目标。

郭庚茂说，为落实《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

导意见》，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河南省将通过加强农田基本建设，建设高

标准的稳产高产田，促进技术进步，实行适度的规模经营和加快发展农业

合作社等措施提高农业生产率和粮食总产。 河南是全国第一粮食生产大

省，去年总产量达到 1087 亿斤，今年增加到 1100 亿斤，占全国的十分之

一。 其中，小麦的产量达 3000 万吨，占全国产量的四分之一。

在谈到发展粮食生产面临的挑战时，他说，我国现代化的进程开始从

沿海地区扩展到中西部地区。 作为一个农业大省，河南的工业化和城镇化

进程在加快，促进粮食生产的长效稳定机制没有真正形成，保障粮食安全

还面临一系列挑战。

这些挑战包括：由于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经济效益比较低，社会资源

向农业外流的趋势很明显；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就业选择

的机会增多，农业劳动力加速向外转移的趋势也在强化；随着人们消费结

构的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安全问题也成为突出问题。

他说，河南省每年因灾损失的粮食大约 40 亿斤，还有相当一部分土地

是中低产田。河南省秋粮的平均亩产只有 700 斤，增长潜力比较大。河南将

把现有 8000 万亩粮田中的 7500 万亩建设成为旱涝保收的高标准农田。 按

河南的气候和其他方面的物质基础条件，亩产可以达到 1 吨。 现在河南万

亩以上的高产农田年单产量最高水平已经达到 1.75 吨。

他建议针对粮食生产还是比较效益低的问题， 建立利益平衡机制，通

过政府适时、适度、逐步提高粮食价格，完善对产粮大县和农民种粮的各种

补贴，平衡不同生产要素的回报率，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

对此，国土资源部规划司司长董祚继建议，关于人地挂钩，目前国内还

没有先例，因此河南可以在这方面先行先试。 人地挂钩制度是城乡统筹用

地增减挂钩制度的进一步深化，两者的基本思路和精神是一样的，就是通

过空间的腾挪，在增加建设用地的同时，不能减少耕地面积。 从而保证粮食

产量不能减少，进而通过提高耕地的质量，使河南的粮食产量逐渐提升，保

证国家的粮食安全。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11 日电）

连续 19 年粮食总产量位居河南第一的豫北农业大

县滑县，一个容纳包括 18 个行政村在内的“超大社区”

正在建设中，这也是河南新农村建设中最大的一个农村

村庄整合试点。

这个正在传统农区进行的城乡一体化试验， 被称做

“滑县试验”， 意在探索走出一条不以牺牲粮食生产和环

境为代价的“三化”协调发展的新路子。 这个试验，对农业

大省河南、对中原经济区的建设而言，也具有标本意义。

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说，建设中原经济区，走好一

条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三化”协

调科学发展的路子，新型城镇化是引领，要以新型社区

建设为城乡统筹的结合点、城乡一体化的切入点。

在多年蝉联河南省粮食产量第一的滑县，传统农区

的困境在这里表现得非常突出。 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生

产水平低、农业和农民收入增长有限；城乡公共服务水

平差距大；保农业和上工业间的矛盾日趋突出。

“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加以改变，就会制约农村

的第二次腾飞。”滑县产业集聚区管委会的负责人说，村

庄分散，居住分散，撒胡椒面式的基础设施建设起不了

多大作用，还造成了资源的巨大浪费，大规模投资农业

也是不可能的。 经过反复研讨，滑县决定以集聚区内的

农村为试验对象，建设大型社区，流转土地，探索新农村

建设。

从 2009 年开始，被命名为锦和社区的滑县“超大社

区”开始建设，这个占地 1600 多亩的社区，包括了 18 个

行政村，总建筑面积达 96 万平方米，今年年底前，将有

4700 多户农民入住。 社区内有别墅、高层和廉租房等不

同样式住房供村民选择， 旧宅基地可按占地面积折算，

新房最低每平方米 800 元，每户政府奖励 9 万元，成本

价不足部分由财政补贴。

在这个巨型生活社区建设的同时， 原有的 18 个行

政村也开始了合村、合地。 合村：原来占地 4251 亩的 18

个村，建成的新社区占地 1676 亩，节约土地 2575 亩；合

地：通过土地流转，3 个月间已经流转土地 1.7 万亩。 合

村、合地的前提是：确保农民失地不失权、失地不失利、

失地不失业。

土地向规模集中， 原来这 1.7 万亩耕地上有近 1.8

万人从事农业生产，而现在，只有 1600 多人；土地使用

权集中到了 6 家公司和 37 个种粮、种菜大户。种植大户

付东选竞拍到了 240 亩地， 种植西瓜、 玉米、 红薯等，

2010 年在除去土地使用费、工人工资和农资等费用后，

收入 27 万元。滑县试验依然在试验中，这种探索在河南

许多地方都在进行， 通过以新型农村社区为切入点，推

动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体系向农村延伸，探索以工

促农、以城带乡、城乡统筹发展的新路。

在河南省鹤壁市，以产业集聚区推动农村新型社区

建设，2 万多农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据新华社郑州 11 月 11 日电）

在《指导意见》中，中原经济区的一个战略定位是：

国家重要的粮食生产和现代农业基地，要求河南培育现

代农业产业体系，建成全国农业现代化先行区。

在河南新近出台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十二五”

规划》中，扑面而来的是新思路、新理念。 规划提出：“积

极构建集良种繁育、规模生产、精深加工、物流销售和循

环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

按照国家要求，到 2020 年，河南粮食生产能力稳

定达到 1300 亿斤。

200 多亿斤粮食怎么增？ 河南以“全链条”理念跳

出粮食抓粮食。 在未来 5 年，河南在加强农业基础设

施建设的同时 ，将加快小麦 、玉米 、水稻的精深加工，

力争使粮食产业产值突破 1 万亿元。

河南还启动了优质高效农产品加工万亿元工程，大

力发展肉、菜、棉、油、乳、药等“全链”产业工程。 与以往

不同的是更加注重农产品物流销售网络建设。河南提出

到 2015 年，力争新建冷库 270 万立方米以上，肉类冷链

利用率达 40

％

， 初步确立郑州全国重要冷链物流中心

地位。

科技是农业腾飞的翅膀。河南省科技厅农业处处长

徐功民说：“农业问题的核心是种子，它科技含量最高。”

在河南省粮食作物生理生态与遗传改良重点实验室里，

科研人员的日常工作之一就是对 4 万个左右玉米基因

和 3 万个左右小麦基因进行“追踪”。 这些被追踪的“基

因”中，有的可以控制小麦硬度，有的可以提高种子抗旱

性。 科研人员介绍，美国玉米每亩地比中国多打 200 来

公斤，起作用的就是基因。

据了解，近年来河南化肥、农药等施用量年均增长

6

％

以上，均高于粮食增产幅度，增产不增收甚至减收的

问题日益突出。 河南省科学院副研究员张硌说，大力推

动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必须改变目前“高投入、高产出、

高废物”的粗放产业模式，代之以“低消耗、低排放、高利

用”的循环生产模式。

据了解，河南将以推广畜禽集中养殖、生态观光农

业园区为抓手，逐步建立“植物生产

－

动物转化

－

微生

物还原”的农业循环系统。 到 2015 年，力争全省畜禽粪

便资源化率达 95

％

以上，90

％

的沼渣、沼液实现综合利

用。

全链条、全循环、高质量、高效益

咬定农业不放松

走活“三化”一盘棋

———河南确立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新目标

□

新华社记者 林嵬

核心提示

“全链条、全循环、高质量、高效益”，在《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

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出台之际，有“中国粮仓”之称的河

南也确立了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新目标， 以期建成国家重要的粮食生

产和现代农业基地，夯实城乡共同繁荣基础。

一个玉米棒子上的产业大空间

一个玉米棒子上的产业空间有多大？ 汤阴县“全链

条、全循环”式农业给出了答案。首先，玉米加工成饲料，

实现第一次增值；拿饲料养鸡、养猪，再次增值；将畜产

品加工成生熟肉制品，三次增值。 而过去被丢弃的玉米

芯竟也被吃干榨净，增值四次。加工提炼木糖和木糖醇，

剩下的木糖渣栽培食用菌，出售食用菌；食用菌培养基

渣作为有机肥回田。

这个越抻越长的玉米“链”，让 1 斤玉米由 1 元钱最

高升值到 16 元，带动全县种植优质玉米 50 万亩，饲养

肉鸡 4100 万只、生猪 150 万头，种植食用菌 1.5 亿袋，

年总产值超过 20 亿元。

到 2010 年，河南粮食产量达 1087.4 亿斤 ，连续 7

年创历史新高，肉、蛋、奶、菜产量居全国前列，成为我

国重要的农业大省。 但河南农业大而不优， 像汤阴一

样走上农业现代化之路的地方还不多。 河南省常务副

省长李克说：“大而不优，突出表现在‘两高两低’。 即

种植业占农业的比重高、 粮食占种植业的比重高；农

业劳动生产率低、 农民收入低。 背后深层次原因是河

南农业发展方式还比较粗放，规模化、产业化、组织化

程度低。 ”

2011 年，我市夏粮再度喜获丰收。 晨报记者 赵永强 摄

以“全链条”理念跳出粮食抓粮食

城乡一体化：鹤壁以产业集聚区推动农村新型社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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