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文化悠久而灿烂的黄帝故里新郑，

是人文始祖轩辕黄帝的出生地、创业地。

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先民们辛苦劳

作，破土开田、播种育苗，为中华文明一代

一代传承铺下了深厚根基。在这片土地上

还发现了8000年前的碳化枣核，让“红枣

之乡”——新郑誉满天下。

沧海桑田，几千年匆匆而走。如今，这

片肥沃的土山上依旧繁荣而兴旺，但农耕

不再手足疲劳，农业不再传统单一，丰收不

再局限于五谷杂粮，硕果常常跨出省外、走

出国门……这一切都得益于新郑现代农业

飞速发展，将传统农耕脱胎换骨为紧跟世

界潮流的机械化种收。

说新郑农业变化大，最近五年可谓是

居功至伟。据了解，在“十二五”期间，当地

始终坚持以“中央一号”文件和中央、河南

省、郑州市农村工作会议精神为指导，以都

市型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为统揽，来提升

示范区建设水平，并紧紧围绕构建都市生

态农业产业体系、农产品质量监管、新型城

镇化建设、农村土地确权改革、农业开发扶

贫、农机管理等中心工作全面发力，取得累

累硕果。

撬开农业“振兴”门 拓宽农民“掘金”路

做强现代农业助力田园临空经济强市建设

加强农产品生产环节质量监管力度。积极筹建新郑农产
品质量安全追溯监控指挥中心，50个追溯网点已落实到位，第
一批追溯体系网点网线安装调试已完成。“十二五”期间，累计
完成认证绿色食品38个，产量达 2300余吨，有机食品7个，产量
近2000吨。

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监测监管。加强原（杂）粮
干菜（果）茶叶质量安全监管监督工作，共检测蔬菜样品 92200
个，合格率为100%，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加强农业执法工作。积极开展农资打假专
项治理春季行动、农资打假“夏季百日行动”“放
心农资下乡进村宣传周”等活动。“十二五”
期间，共出动宣传车辆690台（次），受理咨询
9500余人次，举办各类培训班 9期，培
训农资管理、执法人员 660人次，出动
执法人员 1090 人次，执法车辆 650 台
次，立案查处案件 48起，结案 48起，农
资案件结案率达到100%。

推进农业农村经济改革，构建新型
农业经营体系

加快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
颁证工作。按照河南省、郑州市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的整体安排部署，成
立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领导小组及办公室，目前，已在观音寺镇、新村
镇石固堆村开展了确权登记颁证试点工作。

建立农村产权交易市场体系。一方面建
立完善农村产权交易服务平台，成立了新郑市
农村产权交易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农村产权交
易服务中心，负责对农村产权交易行为实施监
督管理和指导。另一方面制订实施了农村产
权交易服务规则。据统计，“十二五”新郑农村
土地流转达15.8万亩，有力促进了现代农业发
展。占全市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 31.2%；新郑
农村土地流转农户达2.65万户，签订耕地流转
合同2.27万份，农业规模经营100亩以上的农
业经营主体达990多家。

积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构建新型农业产
业化集群。全市发展注册登记农民合作社
460多家，培育国家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7家，
新发展省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7家，新发展郑
州市级示范合作社 28家。目前，社员总数达
4.06万户，带动一般农户 5.69万户，生产基地
达 12.6万亩，年购销总额约 28.7亿元，养殖总
规模为3983.6万头（只），拥有大型农业机械设
备986台（套）。与此同时，新郑市通过培育全
产业链农业产业化集群，还壮大了一批具有核

心竞争力和辐射影响力的现代化企业。目前，
各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总数达到 52家，其
中郑州市级以上 40家、省级以上 9家、国家级
3家。好想你枣制品、雏鹰雏牧香、白象方便
食品三大农业产业化集群形成规模，有效带动
了本地经济发展；当地还积极帮助农业企业开
拓境（国）外市场，“十二五”期间，发展出口创
汇农业企业8家，完成直接和间接农产品出口
98600吨，出口产品涉及生猪、蔬菜、红枣制品
等，出口创汇总额达85740万元。

提升休闲农业发展水平。结合新郑农业
产业特色与优势，重点围绕红枣、莲藕、大樱桃
三大特色产业，按照看有美景、食有佳肴、玩有
体验的一体化发展原则，引导农业龙头企业、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有关单位和个人开展
观光休闲农业建设。目前，在建或建成各类农
业示范园区10个，农家乐接待点12个。

积极发挥新型农民协会作用。成立新郑
新型农民协会，服务农民、农企、农村合作社发
展。截至目前，该市新型农民总会会员已从最
初的178个增加到3116个，其中农民会员占到
90%以上，团体会员占到10%左右。同时，该市
还建立乡、镇级分会 13 个，村级农民协会 25
个，专业服务队 9个，行业分会 15个。依托新
型农民协会，当地举办培训班 129期，累计培
训学员 9215人次，激发了农民干事创业的主
动性。

继续做好农业综合开发项目
建设。“十二五”期间，新郑农业综
合开发涉及梨河、城关、辛店、龙
湖、观音寺、新村等 10个乡镇，建
设高标农田 20.4 万亩，总投资
35513.68 万元。其中，财政投资
33043.58 万 元（中 央 财 政 资 金
4542.5 万 元 ，省 级 财 政 资 金
1514.6 万元，郑州市财政资金
19414.18 万元，新郑市配套资金
7572.3万元），投劳折资 2470.1万
元。共新打配套机井 1195眼，新
建变压器台区 183 座，架埋设高
低压线材475.4公里，埋设地埋管
道 641.2公里，新建生产桥涵 183
座，发展喷滴灌 9100 亩，实施机
械平整土地 10614 亩，新建机耕

土路 393 公里，修建水泥路面
768579平方米，栽植苗木 204412
株等。

加大扶贫开发工作力度。
以增加贫困群众纯收入为中心，
以易地扶贫搬迁为突破口，进一
步强化措施、精准扶贫，2014 年
完 成 实 现 农 村 贫 困 人 口 脱 贫
4600口人的目标任务。在“十二
五”期间，上级扶贫部门还共计批
复新郑扶贫开发项目 113 个，总
计财政资金 8426.3 万元。另外，
结合本地实际，还举办各类型驻
村干部、镇村业务人员参加的培
训班或会议 24期，协调和帮助各
贫困村解决问题，并撰写工作简
报48期。

小麦拔节期集中观摩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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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农业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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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合作社的绿色产品

加快都市生态农业示范园区建设。
“十二五”期间，新郑积极创建“国家现
代农业示范区”，聘请中国农业大学、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进行系统全面规划，并
坚持“高水平规划、高标准建设”原则进
行实施。2015年1月，农业部确定新郑为

“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以此为契机，当
地将都市型现代农业示范区、南部高标准
粮田优种示范区、北部红枣综合产业园区作
为打造辖区农业品牌的关键，紧盯不放，加大
投入，取得了良好成效。目前，都市型现代农业
示范区方面，累计完成投资 9.8亿元，流转土地
2.6万亩，建成机耕道路62公里，新建水泥路面5
万多平方米，平整土地 6000多亩。入驻企业共
建成各类温室 63栋 270余亩，水果蔬菜、花卉苗
木等各类特色园区9600亩，建成庞农生态园、帕
菲葡萄庄园等 11个特色精品区；南部高标准粮
田优种示范区方面，累计完成投资 14.6亿元，流
转土地5.6万亩，入驻企业、合作社26家，建成翠
绿供港蔬菜园、天地美农业园等十多家特色园
区；北部红枣综合产业园区，该园区投资 700多
万元，移植枣树 330棵，修建水泥道路 4.4公里，
总量分别达到 10226棵、10.3公里。目前园区内
已建成木质四合院8栋，古枣树大棚、日光温室、
连栋温室各 1万平方米，枣林生态养殖场 1.7万
平方米。

稳定粮食生产、实现科技兴农。“十二五”期
间，粮食单产由 2006—2010 五年平均亩产的
327.69公斤增长到 2011—2014年四年平均亩产
的338.77公斤，递增11公斤。同时，当地还不断
优化品种结构，积极引进、试验、示范、推广新品
种，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加快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加大集成技
术推广普及力度，最大限度地发挥技术增产潜
力，重点推广普及了秸秆还田、精细整地、病虫
草害综合防治等适用技术。同时根据小麦生长
的不同生育时期，在综合分析土壤、水源、气候
等各项基本条件的基础上，组织技术人员深入
调查研究，指导农民科学应变管理。

加强“菜篮子”生产基地建设。截至目前，
共发展设施农业12000余亩，其中日光温室3000
余亩，大小拱棚9000余亩，智能温室200亩。

加快推进生态循环农业发展。按照“因地
制宜、合理规划、示范带动、稳步推进”的原则，
进一步建立健全服务体系，全面提高新郑农业
资源综合利用效益，开展农村沼气技术培训，推
广沼肥综合利用技术；开展土壤重金属污染普
查、土壤墒情监测等工作。据统计，“十二五”期
间，在十个国家级墒情监测点，共采集墒情土壤
样品1640个，处理样品数据3280条，撰写新郑农
田墒情简报 82期，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90万
亩，应用配方肥面积45万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