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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南省开封市杞县付集
镇银峰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科
技示范基地内，农技指导员开展小
麦病虫害防治措施技术指导。

▲

牧原集团养猪巡检
机器人智能化显示平台。

▲ 河南由甲田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的食用菌大棚。

▲程相文研究员（左一）观
摩指导河南省良种联合攻关项
目的玉米新品种选育工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
全局、面向未来，部署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新质生产
力引领农业强国建设。十多年间，习近平总书记先后 5次
到河南调研考察，每次必谈“三农”、必讲粮食安全。2021
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南阳考察时强调，“要坚持农业科技
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良种技术攻关，靠中国
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

河南省委、省政府牢记领袖嘱托，坚持把创新摆在发
展的逻辑起点、现代化建设的核心位置，锚定“两个确保”
奋斗目标，将创新驱动、科教兴省、人才强省这个“首要战
略”贯穿于农业强省建设全过程，聚焦种业创新，高标准建
设“中原农谷”，重构重塑农业创新体系，成为河南“三足鼎
立”创新大格局中的重要“一足”，跑出了建设国家农业创
新高地的“加速度”。2023年，河南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
到 65.7%，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88.1%，良种覆
盖率稳定在 98%，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农业科技创新综
合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新机遇，紧抓农业科技创新“关键变量”

中原大地，国之粮仓。全国 1/10 的粮食、1/4 的小
麦、1/2的火腿肠、1/3的方便面、1/4的馒头、3/5的汤圆、
7/10的水饺、4/5的酸辣粉，都是“河南造”。作为举足轻
重的农业大省，河南不但时刻谨记“国之大者”和坚守“端
牢中国饭碗”的责任担当，同时也深知“粮食生产是河南
的一大优势、一张王牌，这个优势、这张王牌任何时候都
不能丢”，必须在科技创新中加快形成农业新质生产力，
厚植发展新优势。

2021年，河南在全国率先成立了科技创新委员会，省
委书记和省长“双主任”挂帅，在更高层面实现了对科技
工作的统一领导，便于高效解决跨部门、跨领域的科技问
题，优化资源配置。打出了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两个轮
子”一起转的“组合拳”，制定出台了《关于加快构建一流
创新生态建设国家创新高地的意见》《实施“创新驱动、科
教兴省、人才强省”战略工作方案》等重要文件，系统化确
立了河南新时期科技创新发展的“规划图”“路线图”和

“施工图”。
其中，下好农业现代化“先手棋”的关键一子，就是建

设“中原农谷”。
2022年起，河南高规格出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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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农谷”
建设方案》《关于加快建设“中原农谷”种业基地的意见》3
个纲领性文件，高标准制定了《中原农谷发展规划（2022-2035
年）》《中原农谷核心区建设规划（2022-2035年）》2个操作

指南，统筹协调 27家省直部门和中央驻豫单位，相继出台
共计 260条支持举措，形成了“1＋1＋1＋2＋N”的政策规
划体系，举全省之力建设“中原种业航母”，打造具有重要
影响力的农业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新生态，激活创新驱动发展“最大动能”

平地起高楼，新图变实景。三年来，河南聚焦全链条
打造中原农谷一流创新生态，打通束缚农业新质生产力发
展的堵点、卡点。

组织保障上，中原农谷建设工作连续被列为河南省委
“一号文件”重点事项，省农业农村厅专门成立了推进专
班，搭建了“专班＋厅局＋地市＋项目主体”的协同工作机
制，推进项目清单化、清单责任化。中原农谷党工委、管委
会组建完成，中原农谷投资运营公司挂牌运行，由 13位院
士领衔的专家咨询委员会正式成立。《河南省中原农谷发
展促进条例》也于今年9月1日起正式施行，为各项建设工
作加持法治力量护航。

创新布局上，总规划面积1612平方公里，建设“一核三
区”。“一核”指的就是核心区，位于新乡市平原示范区，规
划面积342平方公里，围绕粮食、油料、畜禽、果蔬、食用菌、
水产、花木七大领域，开展种业核心技术攻关；“三区”指的
是以延津县部分区域为主体的东区，以新乡县、获嘉县部
分区域为主体的西区，以原阳县部分区域为主体的南区，
主要功能是承接中原农谷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应用，重点发
展农副产品加工业、农机装备制造业、现代种植养殖业等。

资金投入上，出台了《河南省支持科技创新发展若干
财政政策措施》，在对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推动产业创新
发展、支持科技开放合作等十个领域制定了 34条“真金白
银”支持政策。省政府设立了总规模30亿元的中原农谷投
资基金，省、市财政每年支持4亿元左右，用于建立健全与
基础条件能力、农业产业结构、科技人才培养、科研创新攻
关等相适应的财政服务模式。

载体平台上，打造环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创新
生态圈，带动国内外优质“农科教”“育繁推”资源加速向中
原农谷集聚。其中国家级平台主要包括5个重点实验室、3
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个工程研究中心、1个国际联合研
究中心，以及农机装备领域唯一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
心“农机装备创新中心”，全国5个农高区之一的“周口国家
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部省级平台主要包括 37个农
业农村部重点实验室、科学观测实验站、科研试验基地以
及神农种业、龙湖现代免疫、中原食品、中州、牧原、大别山
6个省实验室，与中国农业科学院联合建立的中原研究中
心，100 多个省重点实验室，8 个中试基地、4 个创新联合

体、4个产业研究院、17个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等。
发展模式上，探索实践了“政企科技研发基金＋一揽

子政策支持”的成果转化机制，搭建了政府、企业和科研机
构高效协作、深度融合的中原农谷“黄金三角”模式，即企
业提需求，平台搞研发，政府给服务，目前已有先正达、中
农发等 82家知名种企签约入驻。去年，新麦 58、郑麦 918
分别以1618万元、1918万元，先后刷新我国小麦单品种转
让价格纪录，未来还将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投入种业科技创
新和农业全产业链发展。此外，为破解现有事业单位人员
跨单位流动难的问题，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因地制宜”建立
了以“岗位制”为核心的人员管理机制，采取“双跨单聘”

“两权分处”方式，使其育种团队成员在保留原事业单位身
份和待遇不变的前提下，到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工
作，拿企业薪酬，成果署名权归原单位，处置权和收益分配
权归中心。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原研究中心登记为新型研
发机构，引入 12支科研团队，首席科学家和引进人才则实
行协议年薪制，同时享受河南高端人才绿色通道政策。

新载体，引领现代产业体系“提档升级”

长久以来，河南在作物遗传育种、动物疫病防控、农产
品加工等领域处于“领跑”地位，涉农领域主持完成项目累
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就有 58项。特别是在种业创
新方面，小麦、花生、芝麻育种水平国际领先，玉米、桃、大
白菜、食用菌、夏南牛、黄淮肉羊、蛋鸡等新品种选育成效
显著，4个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均为粮食作物育种项目，其
中小麦 2个（郑麦 9023、矮抗 58）、玉米 2个（郑单 958、浚单
20）。全省农作物制种面积保持在 510万亩以上，小麦、花
生供种能力分别为19亿公斤、1.4亿公斤，均占全国1/3，种
猪、牛冻精生产和供应能力均居全国首位。

在这样的优势基础上，各路专家在中原农谷这个更加
广阔的新天地中，奋楫笃行，勤耕不辍，创造新的更大成就。

神农种业实验室是依托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
组建的首批省实验室，按照“资源共享、不重复建设、填平
补齐”的原则，整合共享4150亩高标准试验基地和首期7.5
万平方米的科研、保障设施，建成了世界一流的智能温室
和人工气候室，以及库容达 50万份的“河南省农作物种质
资源保护利用中心”。聘任了包括张新友、许为钢、康相涛
3位院士在内的 8名知名专家为领域首席科学家，汇聚省
内外 21家涉农单位的 230多名科研人员开展“一流课题”
联合攻关，构建了涵盖种业全链条的专业技术平台，建成
了国内领先的农作物分子标记选择、单倍体育种、转基因
与基因编辑、感官评价与品质分析等公共研发平台。近三
年，育成品种累计推广 1.5 亿亩。其中，小麦品种郑麦
1860、郑麦379，花生品种豫花37，大豆品种郑1307，芝麻品
种豫芝NS610入选 2023年农业农村部主导品种。2014年
1月，与崖州湾国家实验室签署协议在河南共建试验基地，
这是河南省融入种业国家实验室的首例。

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原研究中心“黄淮海夏玉米高产栽
培与品质生理”团队，根据河南玉米生产中出现的种植密
度低、管理粗放等问题，研发了黄淮海夏玉米密植滴灌抗

逆稳产技术，2023年在全省 70个县示范推广面积超过 70
万亩。在不增加水肥投入的前提下，较周边农户平均亩产
可提高150至300公斤，多个高产田测产超过1000公斤，均
创当地历史最好水平，在夏收遭遇严重“烂场雨”情况下实
现以秋补夏。2024 年，河南将继续扩大该项技术推广面
积，整建制打造1000万亩玉米高产示范区。并依托基层农
技推广体系建设补助项目投入 500万元，组建中国农业科
学院＋省＋县（市）＋科技示范主体的“院地协同、三位一
体”技术团队，开展“玉米—小麦周年高质高效生产技术”
示范推广，确保良田、良种、良法、良机、良制“五良”有机融
合，实现大面积均衡增产。

不止如此，中原农谷的“谷”，还是科技的“硅谷”。智
能农业系统、精准灌溉、无人机巡检等高科技手段的应用，
让区域内的高标准农田变得更加“高端”。1根“智慧合杆”
就可以覆盖 600多亩土地，收集了气象、地力、苗情、墒情、
虫情信息后，会连同室外监测站的数据一起被实时传送到
高标准农田区域中心的大屏上，能够更早、更准确地发布
病虫害和极端天气预警，实现最大程度防灾减损。在南区
原阳县，这里有中西部省份唯一的“全国十大预制菜产业
基地”，拓展功能涵盖精深加工、冷链物流、智能制造、产城
配套、服务发展五大版块，被赋予建成综合性、功能型休闲
食品产业基地和国际农产品冷链物流中心的重任。

新征程，谱写中原更加出彩“绚丽篇章”

一粒种子促振兴，中原农谷起高峰。河南加快建设对
外开放合作平台，相继举办中原农谷国际种业大会、中原
农谷国际未来农业食品百强大会、高校院所河南科技成果
博览会暨中原农谷论坛等活动，邀请国内外农业和食品领
域院士、专家以及头部企业、高校院所、金融机构等共商发
展大计，进一步形成了中原农谷品牌效应。目前，中原农
谷已获批建设省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以及设立中
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新乡联动创新区，为下一步拓展
改革创新空间、释放政策叠加红利夯实了基础。

作为农业科技创新的重要载体，中原农谷为河南乃至
全国的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支撑。但总体来说，目前仍处
于“三年见成效”的发展阶段，存在种业创新体系还不健
全、产业链条需进一步延伸、服务配套有待改善提升等短
板问题。下一步，河南将继续推进 7.1平方公里中原农谷
科技创新区建设，启动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二期、
种业企业总部基地等一批标志性项目，积极申报创建高能
级区域创新平台，对接合作国家级大院大所和国内高水平
高校，尽快健全完善现代种业全产业链发展。

华山自古一条道，科技创新尤如此。今日之河南，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科技创新，更加迫切加快农业强
省建设的步伐。将以“十年磨一剑”的坚定决心和顽强意
志，不断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
势，一步一个脚印把这一目标变为现实。相信在不久的将
来，中原农谷必将成为河南又一张“闪亮名片”，为谱写新
征程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版图文由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提供）

中原农谷管委会中原农谷管委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