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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市农业农村局

新农字〔2024〕40号 签发人：王庆军

办理结果：A

对市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
第 346号提案的答复

姬军荣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 落实粮食安全战略，打造新乡乡村振兴新引

擎内容”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近年来，新乡市委、市政府牢记领袖嘱托，坚决扛稳粮食安

全重任，全力推进乡村振兴，举全市之力打造中原农谷，推进高

标准农田建设，实施一二三产业融合，夯实粮食产业基础，不断

探索乡村振兴的新乡路径，取得了积极成效。

一、中原农谷建设全面起势

2021 年河南省启动建设“中原农谷”，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

亲自谋划、部署、推动，先后审定出台 3 个重要文件和 2 个总体

规划,省发改等 27 个厅局出台了 250 条支持政策，省人大全面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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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中原农谷立法工作，明确中原农谷定位、规划布局、发展目标

和组织架构。中原农谷总规划面积 1612 平方公里，涵盖“一核三

区”,其中：“核心区”，聚焦六大领域研发，打造国际一流农科“芯”

城；“西区”获嘉县、新乡县，以良种繁育为主要任务，打造高新

技术转化集成地；“东区”延津县，发挥“中国第一麦”品牌优势，

打造粮油产业集聚地；“南区”原阳县，目前已汇聚知名食品企业

156 家，抓住预制菜发展风口，打造食品加工产业示范区。中原

农谷未来将形成从“种子”到“筷子”的全产业链发展格局。立足中

原，服务全国，面向全球，按照“三年见成效、五年成高地、十

年进入全球一流”的目标。采取“管委会+公司+专家咨询委员会”

的运营模式，目前，作为省委、省政府的派出机构,中原农谷组

织架构已全部完成。聚焦“粮食、畜禽、果蔬、花卉、油料、水

产”六大领域种业发力,打造汇聚南北方、贯通产学研的种业创新

生态。

目前入驻省级以上科研平台 53 家、39 支专家团队，拥有种

业领域副高级以上职称人才 311 人，74 家种业企业入驻，122 个

新品种获得国家审定。其中郑麦 379、郑麦 1860、豫花 37、郑

1307、豫芝 NS610等 5个品种入选 2023年农业农村部主导品种。

延津冬小麦亩产达 907 公斤，创全国千亩方高产记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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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

二、高标准农田建设稳步推进



— 3 —

新乡市聚焦中部平原村庄与农田融为一体的自然风貌，抢抓

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建设机遇，以村庄与农田水网、路网、林网、

电网、互联网“五网融合”为目标，形成“政府主导+平台运作+集

体实施+社会协同+群众参与+数字赋能”的实施路径，探索以村集

体经济组织为主导、各方主体为其赋能的“六位一体”全域乡村建

设新模式。

1.政府主导、平台运作。充分发挥市县政府在项目建设中“定

标准、谋项目、筹资金、强监管”的主导作用，压实农业农村部

门行业主管责任，由农业农村部门负责项目谋划、建设管理和监

管评价等工作。利用国有企业资本运作优势，支持县级以上平台

公司作为法人单位，负责项目筹融资、组织建设、运营管理等工

作，有效破解了高标准农田建设中基层政府“投融还” 资金压力

大、各方主体“规建运”投资效益差、建设内容“形量质”效能打折

扣等问题。

2.集体实施、社会协同。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和村

集体经济组织主体作用，把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作为项目争取的重

要条件，在全市推广辉县市以村集体经济组织主导和社会化服务

组织参与的土地托管模式，实现农业增效、集体增收、农民受益、

粮食增产。把村集体经济组织主体作用贯穿于项目实施全过程、

各环节，建立“平台公司与村集体经济组织合作+设施设备集采集

供+群众参与”模式开展工程建设；建立“农业农村部门+平台公司

+监理公司+乡镇政府+村民监督小组”的质量监管体系，保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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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安全；平台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分批向实施主体拨付资金。

据测算，按照此模式可实现节本降费 25%左右。

3.群众参与、数字赋能。建立以村集体经济组织为主体和县

级平台公司、经营主体、专业管护公司、保险公司等多方参与的

后期管护机制；项目建成后，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管护主体，组

建“一长两员”（井长+管护员+维修员），进行基础维护维修，县

级平台公司组织专业化管护服务。推广秸秆还田、深耕深松、畜

禽粪便资源化利用、测土配方施肥、节水灌溉和水肥一体化，全

面提升耕地质量。开发涵盖农田综合信息采集、智能灌溉、耕地

质量管理等多种功能的智慧农业管理平台，从项目立项、设计、

建设、管理、运营等全生命周期进行监管，实现“一套农事管理

系统服务万亩良田、千个村庄”。

三、农业产业得到长足发展

1.努力培育农业品牌。近几年，从省到市一直在关注各县（市、

区）名优特色农副产品的挖掘和打造，积极组织品牌农产品生产

经营主体参加中国农产品加工业投资贸易洽谈会、中国国际农产

品交易会和各类农业展销会、农博会等有巨大影响力的经贸洽谈

会及展销会，增强品牌影响力，提升品牌美誉度。利用多种新型

传媒方式对我市农副产品进行大力推广，做大做强新乡农业品牌。

预计到 2025 年，每年新增市级以上农产品品牌 5 个以上，绿色

食品、有机食品、地理标志农产品、名特优新农产品数量达到

150 个以上，培育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9 个、农业企业品牌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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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特色农产品品牌 25 个，累计培育市级以上农业品牌 275 个

以上。根据新乡市发展规划，重点开展农产品加工业升级工程，

农产品质量保障工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完善工程，三产融合发

展工程。其中值得关注的有农村电商项目、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

育项目、田园综合体、特色小镇、农业强镇等。

2.延长农业产业链条。牢固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成立

全省首家“好粮油”产品企业联盟，并注册为新乡市粮油食品行业

协会。大力实施优质粮食工程“六大提升行动”项目，带动粮油加

工企业延伸产业链条，丰富产品矩阵，形成了面制品、肉制品、

速冻食品、休闲食品、特色产业等五大主导产业，培育了“中国

好粮油”示范县 2 个，获得“中国好粮油”产品 2 个，“河南好粮油”

产品 23 个。2023 年全市粮食加工业总产值达 264.74 亿元，同比

增长 7.2%，全力打造“中国(首家)预制菜全产业链创新中心”和

“中国预制菜产业基地”，原阳县入选全国“十大预制菜产业基地”，

全市预制菜产业营业收入达 130 亿元。

3.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全市从事粮食产业的专业合作社

13361 家，其中国家级示范社 44 家，省级示范社 108 家，市级

示范社 812 家。合作社现有成员及带动农户 54.3 万户，占全市

农户总数的 65%以上。我们立足实际，探索出一整套合作社、村

集体、群众三方共赢的联农带农机制，加快打造一支以小农户为

基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重点、社会化服务为支持的高素质生

产经营队伍，有效解决“谁来种地”、“怎么更好地种地”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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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累计培训高素质农民 1.5 万余人，各类社会化服务组织近

4000 家，土地流转面积 253.6 万亩，小农户土地托管面积 260.3

万亩，78%的家庭承包经营耕地实现适度规模经营。

2024年 7月 26日

联系单位及电话：新乡市农业农村局 3698239

联 系 人：徐祎生

邮政编码：453000

抄 送：市政协提案委（2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