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稳定粮食产能的前提下，30 年

来，我市积极推进农业农村改革，推进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先发展“农旅融

合”的现代农业，促进了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

1990年以来，我市加快推进农村经

济体制改革步伐，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着

力调整农村经济结构和种植业结构，扩

大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巩固发展畜牧养

殖业，开发林果业，实施农业综合开发，

大力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1989年至 2000年，我市适应现代

农业发展的形势要求，根据地理区位和

经济发展情况，科学规划布局，将全市农

业区域划分为沿河平川粮菜养殖高产高

效开发区、丘陵经济开发区、虎狼爬岭经

济发展区和南北两山畜牧林果区等 4大

规划区。

农业农村体制改革有序推进。完成

了土地承包权确权颁证，应确权农户数

198433户，颁发经营权证书 192123本，

占比 96.82%。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实

现重大突破，建成农村综合产权交易中

心。“互联网 +现代农业”有序推进，462

个益农信息社已建成，益农信息平台已

上线。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不断拓

展，推动了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

机衔接，促进形成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

产的新格局。农业经营模式创新发展。市

委、市政府出台了“三权分置”实施意见，

积极推行园区承载、龙头带动、大户支

撑，以规范有序的土地流转促进农业产

业化、规模化发展，农村土地经营权进一

步放活，截至 2017年底，农村土地流转

36万亩，占家庭承包面积的 44.3%。农业

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实现新突破，我市初

步形成了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

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业园

区“五位一体”的新型农业经营体制。截

至 2017年底，全市共有省级农业产业化

集群 4家、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2家、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8家、市

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41家，农民专业

合作社达到 1572家（其中，国家级示范

社 4家，省级示范社 10家）、家庭农场

90家、种植大户 251家。

农业技术含量成倍增加。我市认真

实施良种良法，结合品种改良和良种引

进，对农民进行种植、养殖、加工、贮藏等

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极力打破传统观念，

增加科技含量，实现科技致富。30年来，

共培训新型农民 3000多人次，培养“农

民科技示范户”8000余户和 10000余名

科技带头人，组织科技人员下乡下田

30000余次，开讲座 600多场次，接待咨

询 60000人次。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

展，一场触及我市农业结构深层次调整

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悄然启幕，并不断

取得重大突破。

立足汝州有优势、有资源、有基础、

有前景、有特色的花生、红薯两大产业，

坚持以绿色、有机、无公害农产品为主攻

方向，强化政策引导、加强服务支持，调

整玉米等传统农业种植面积 2.5 万亩，

优质小麦种植面积 10.8万亩，优质花生

11.2 万亩，优质蔬菜 11.8 万亩，优质红

薯 7.9万亩，优质鲜果 1.31万亩。

“沼渣堆肥，沼液浇灌，生态种植你

来看；乌鸡捉虫，大雁控草，林下风光无

限好！北靠嵩山，日丽风和，地利天时人

漫歌；粒大核软，靓红剔透，酸甜爽口吃

不够！”这是汝州市士博生态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发展现代观光农业的生动写照。

近年来，我市以新技术渗透为依托，加快

培育产业融合主体，完善产业链与农民

利益联结机制，促进农民持续增收，运用

现代理念、现代技术改造提升农业，推进

农业现代化，一批产业融合项目脱颖而

出。

2017年 4月 24日，我市获悉国家

发改委、农业部等七部委联合开展农村

产业融合发展试点工作信息后，迅速行

动，从全省 20余个申报县市中脱颖而

出，成功申报为全国农村产业融合示范

市。

以成功申报全国农村产业融合示范

市为契机，结合我市资源优势，通过推进

农业内部融合、产业链延伸、功能拓展、

新技术渗透、多业态复合、产城融合等多

种形式，构筑现代农业体系。

充分发挥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在

农村产业融合中的纽带作用，鼓励农民

合作社发展农产品加工、销售，鼓励家庭

农场开展农产品直销。

支持龙头企业和领军企业通过直接

投资、参股经营、签订长期供销合同等方

式建设标准化、规模化原料生产基地以

及营销设施，带动农户和农民合作社发

展适度规模经营。引导行业协会和产业

联盟发展，加强产业链整合和供应链管

理。

围绕股份合作、订单合同、服务协

作、流转聘用等利益联结模式，建立龙头

企业与农户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引

导龙头企业创办或入股合作组织，支持

农民合作社入股或兴办龙头企业，采取

“保底收益、按股分红”的分配方式，实现

龙头企业与农民合作社深度融合。

现代高效农业园区快速发展。我市

始终把现代高效农业园区建设作为农业

现代化的切入点，按照产业特色鲜明、要

素高度聚集等要求规划建成了鑫源生态

农场、蒋姑山农林综合体、天葡汝蓝云农

庄等现代农业综合体项目，规模以上生

态观光农业园区达到 66家。其中，蒋姑

山农林综合体硕平花海入选省田园综合

体发展试点项目，农业产业园、田园综合

体已成为现代农业发展新引擎。

从超前谋划到全力实施，一批农村

产业融合项目的蓬勃发展有力地推动了

我市农业现代化的铿锵进程。位于焦村

镇水沟村的汝州市士博生态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是一家生态种植和立体养殖一体

化的现代农业综合型民营企业。公司借

助农村产业融合试点发展的东风，运用

无线覆盖、网络视频、网站宣传、微信营

销及电子商务等“物联网 + 农业”的最

新科技手段，开展石榴观景、生态采摘、

农娱休闲、农耕亲子、乡村动物园及户外

婚纱等综合性观光农业项目，同时运用

020物联网管理平台，结合特色餐饮和

民俗宾馆，开展节日型休闲旅游服务，以

此吸引郑州、洛阳、平顶山、许昌等周边

地市人群前来观光消费，引领农业生态

旅游新风尚。该公司目前已从农户手中

流转土地近千亩，规划 3年内流转土地

达到 3000亩，力争在 5年内打造成销售

收入过亿元、慈善过千万元的国家级现

代农业综合治理示范园区。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力度加大。

2017年 5月，借助我市农产品质量安全

追溯平台项目的实施，覆盖全市的农产

品质量监管与追溯体系初步形成。健全

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按照新制定

的农药残留标准 1000项、兽药残留标准

100项，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三

品一标”认证登记，加快提升绿色、有机

农产品认证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截至

2017年底，全市共有“三品一标”认证生

产基地 161家，“无公害”农产品 174个。

品牌强农策略初见成效。我市积极

实施企业品牌提升战略，全力打造鑫源

生态合作社的“健康基地”黄瓜、“健康基

地”西葫芦、绿色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绿

聪”菜花、玉皇山实业的“晶硕”石榴等一

批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农产品品牌。截至

2017 年底，我市拥有入选《河南省知名

农产品品牌目录》优质农产品 4个。

30年峥嵘岁月，30年光辉历程，我

市的农业发展历经 30年曲折探索，已走

出了一条以稳定粮食生产为依托，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大农业之路。30年来

我市先后被命名为全国小麦商品粮基地

县（市），河南省夏粮生产先进县（市）、秋

粮生产先进县（市），农业部提高玉米生

产整体水平示范县（市）、旱作农业示范

县（市），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市），国

家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县（市），

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全国第

二批率先基本实现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

机械化示范县（市、区）和河南省农村改

革与农业现代化试点县（市）。一个对外

开放、协调发展、全面繁荣的汝州新农业

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昂首阔步，踏上

了厚积薄发、加速崛起的新征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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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打造汝州“农旅融合”大农业
●郭营战

上个世纪 80年代初，温泉镇朱寨村第一批“敢于吃螃蟹”的村民南下驻

马店泌阳学习香菇种植技术，开始梦想着靠香菇发家致富。历经 30多年的市

场跌宕起伏，第一批种植香菇的村民如今已所剩无几，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的一批又一批村民，还是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挺了过来，并不断改进生产技

术和开拓市场，目前朱寨村的香菇种植和销售进入繁盛期，村里的香菇种植

户已经增加到 108户，年产香菇 1500吨，可创收 1650余万元。朱寨村发展

香菇种植的曲折经历，是我市在稳定粮食产能的前提下，推进农业结构转型

升级，发展现代大农业的一个缩影。

30年来，我市立足优势，盘活资源，

加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着力推进传统

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支

柱产业，突出特色产业，农业产业化明显

加快，群众收入稳步增长。至 2017年，完

成农业总产值 37.60亿元，比 1988年的

5.03 亿 元 增 加 32.57 亿 元 ， 增 长

547.51%，年均增速 6.94%。在农业税全

免、粮食直补及各种惠农政策的鼓励下，

粮食产量从 1988年的 25.4万吨增加到

2017年的 45.97万吨。

30年来，我市的粮食生产经历了 4

次大的发展阶段，其中有国家的政策导

向，有市场因素的制约，有时代发展的需

求。1988年至 1993年，我市农村改革不

断深化，农业产业化实施，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的推出，为解决农产品进入市

场交换、提高农产品产值提供了一个平

台，促使农民的经济行为更理性。随着农

业科技不断进步，投入不断增加，农产品

交易市场逐步放开，加之受农业产业结

构调整的影响，全市粮食生产力水平大

幅提高。1993年全市粮食总产量迈上 30

万吨大关，比 1988 年的 25 万吨增长

24.8%，年均增长 4.1%。

1994年至 2003年，由于农业产业结

构不合理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逐渐暴露

出来，农民“卖粮难”问题颇为突出，农村

基础设施落后等因素牵制了农村经济的

稳定发展。1994年开始，粮食价格经历了

持续的低迷，粮食生产效益滑坡，农民生

产积极性受挫，虽然 1998年粮食总产量

第一次达到 35万吨，但其他年份粮食总

产量仍徘徊在 30万吨至 32万吨之间。

2004年中央开始发布改革开放以来

第二轮“1号文件”，给农民带来了更多的

实惠，国家对粮食生产进行直接补贴、良

种补贴，以及农机具购置税的落实，特别

是延续了 2600多年的农业税的取消，极

大地鼓舞了农民的生产热情，直接促进

了粮食的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农村

经济全面发展。2004年粮食总产量接近

35万吨。随之，我市粮食播种面积持续扩

大，粮食总产量也连续 3年创历史新高，

2005年达 35.1万吨，2006年达 39.95万

吨，2007年达 43.8万吨。粮食单产也节

节攀升，2005年平均亩产 262公斤，2006

年平均亩产 298公斤，2007年平均亩产

308公斤，3年平均亩产 290公斤，比建

市前 10年平均亩产 190.6公斤净增 99.4

公斤，增幅达 52.2%。

2008年至 2017年，通过高标准粮

田建设、粮食生产能力建设等一系列农

业项目的实施，为新常态下稳增长、调结

构、促改革、惠民生奠定了重要基础。但

随着城镇化推进，加上种粮的相对效益

走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

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我市粮食产量连

续 10年稳定在 40万吨以上，2017年我

市实现粮食总产量 45.97万吨，是 1988

年的 1.81倍。

1988年以前，农产品品种不多，效益

不高。建市 30年以来，在粮食总产量迅速

增加的同时，“以粮为纲”的单一生产结构

也随之得到改变，粮食生产内部也由传统

的种植结构逐步向着科学、效益和理性的

方向迈进。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农

民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和提升，自给自

足的传统农业逐步被以商品生产为主的

市场农业所取代，由以高产作物为主的产

量型结构逐步向集高产、优质、高效、多样

为一体的综合效益型结构转化。

优先发展“农旅融合”现代农业

粮食总产量稳步增长

2014年 5月 20日，工作人员实地测收麦田。

2016年 2月 23日，农技推广区域站挂牌成立。

2015年 11月 18日，汝州市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培训班开班。

2016年 12月 20日，我市在陵头镇孟庄村举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发放仪式。

2015年 3月 20日，我市召开高标准粮田管护工作会议。

年 月 日，联合收割机穿梭在小屯镇一望无际的金色麦田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