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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市农业农村局

新农字〔2024〕48号 签发人：王庆军

办理结果：A

对市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
第 376号提案的答复

民革新乡市委：

贵单位提出的关于“ 我市粮食主产区高质量发展的建议”的

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近年来，新乡市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以“三产融

合、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目标，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发展“一县一业、一乡一业、一村

一品”，建设优势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不断完善现代农业产业

体系，探索产业发展新模式，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一、农业发展成效明显

新乡市四季分明，气候适宜，土层深厚，土壤肥沃。耕地面

积 608万亩，粮食面积常年稳定在 1000万亩以上、产量 90亿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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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小麦面积常年稳定在 600万亩以上、其中优质强筋小麦面

积 150万亩以上，花生常年种植面积 120万亩左右、单产始终走

在全省前列。建成高标准农田 580 余万亩、占耕地面积的 85%

以上，在全省率先建设地力加油站；主要粮食作物综合机械化率

达 99%以上。

二、产业发展已具规模

近几年来，我市以“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十字

方针为指导，建成了全国重要的优质小麦生产加工基地和种子基

地。新乡小麦闻名全国，走向世界，2019年国内首个“优质小麦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落户新乡；建成了全国重要的优质粳稻生

产加工基地；建成了全国最大的“封丘金银花”种植基地，获得“原

产地认证”；长垣红提葡萄、辉县山楂、牧野区万亩温棚瓜菜等

农业高效园区星罗棋布；优质生猪蜚声国内；黄河滩区绿色奶业

带崭露头角；黄河鲤鱼、淇河鲫鱼上了百姓餐桌；酿酒、制药、

卫材等农产品精深加工异军突起。目前我市农业结构日趋合理，

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日益提高，经济实力不断壮大。我市特色产

业区域覆盖面不断扩大，主导产业更加凸显，产品档次不断提升，

农民收入明显增加。目前，全市共有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8

个、省级 12个；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项目 5个，省级 10个；河

南省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3个。

三、科技支撑全面显现

充分借势“中原农谷”建设，不断提升全市农业科技水平。

“1+1+1+2+N”政策规划体系构建完善，中原农谷党工委、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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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完成，中原农谷投资运营公司挂牌运行，由 13名院士领衔

的专家咨询委员会正式成立。中国农科院中原研究中心、神农种

业实验室等高能级创新平台建成落户，省级农高区获批建设，入

驻省级以上科研平台 53 家、种业企业 74 家、专家团队 39支，

种业领域人才达 311 人，全市持证种子企业 96家，占全省种子

企业总量的九分之一。37 个农作物优质品种通过审定，“郑麦

1860”“郑麦 379”等五个品种推广面积均居全国前 10 名，百农

“AK58”荣获全国科技进步一等奖、“新麦 26”荣获省科技进步一

等奖，新麦 58、郑麦 918 接连刷新我国小麦单品种转让价格纪

录。初步形成以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为统领，以国家级、

省级重点实验室为主体，以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基础研究、品种

选育为重点，以关键共性技术平台和检验检测平台等为支撑，以

种业企业总部基地为基础，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种业企业等优

势创新资源共同参与、产学研协同的种业创新体系，中原农谷承

载力、吸引力、带动力、影响力不断提升。

四、乡村建设快速推进

近几年，我市持续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打造现代农村新风貌，

重点实施“五网”设施改造、村容村貌整治绿化工程、“四美乡村”、

“文明村镇”、“千万工程”示范村创建等项目。加强农村资源路、

产业路、旅游路和村内主干道建设，畅通农村消防车道。到 2025

年，全市农村公路路网结构明显优化、质量明显提升，城乡交通

一体化格局基本形成，城乡客运、城乡配送协调发展。加强乡村

绿化美化，推动村庄周边绿化林带和田间林网绿化，建设绿色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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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村庄。强化公共空间和庭院环境整治，解决好乱堆乱放、私搭

乱建和残垣断壁等问题。持续实施宅基地整治行动，将荒芜宅院

分类整治建设成游园、花园、树园、菜（果）园。加大对农村特

色农房、院落、井泉等乡村元素的保护，突出乡土特色，留住历

史印记。

下一步，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一）拓宽增收渠道，实现农民收入增加。发展壮大乡村产

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健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利益联结

机制，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一是做好特色产业扶持、

基础设施建设、农民技能提升、品牌培育、市场营销、科技支撑

等方面的引导，加快发展养殖、园艺、庭院经济以及农村电商、

休闲农业、健康养生等新模式和新业态。二是开展多种形式、灵

活多样的技能培训、实训操作，以企业需求确定培训规模、培训

内容，实现供需的精准对接和就业人员的稳定就业。三是盘活村

集体闲置或低效使用的集体资产，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项目，推

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产品精深加工、农产品流通等环节提效增

值，大力培育休闲观光农业，开发乡村休闲度假产品，让农民在

农业全产业链推进中分享不同环节收益。

（二）创新发展模式，开创新发展局面。一是根据我市特色

产业发展情况，重点培育壮大卫红花、花生、肉羊、甘薯、金银

花等特色产业，谋划争取特色产业集群项目；二是以项目为支撑，

立足农业一产优势，引进像五得利、雨轩、鲁花等国内大的农产

品加工企业，弥补我市农业二三产短板，持续抓好在建项目，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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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三是不断发掘“农业+”新模式，围绕“四园

一场”，即花园、菜园、果园、游园、优质牧草场，实现滩区产

业兴旺。如在平原新区、原阳、封丘等沿黄地段，重点发展以农

业为基础，康养休闲为亮点的农业产业，加快发展融休闲度假、

康体健身、赏花摘果、乡村美食、农事体验于一体的“农业+康养”

模式，着力构建深度融合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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