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眼下，走进商都大地，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多姿多彩的“和谐新图”：一个个精品农业核心示范基地的迅速发展，一个产供销一条龙、种养深加工紧密相扣的产业链条正在形成；郑州都市区现代农业

项目招商推介会已经召开，都市区现代农业建设产业扶持政策已经出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农业产业发展项目，建立了都市区现代农业项目库，为各级政府、企业、银行搭建沟通协作的平台已经建立；

现代农业功能区正在拔地而起，郑州都市区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梦想将在这里实现；郑州人正有力推进着传统农业向都市区现代农业的转型……

作为省会城市，全国重要的农产品加工生产基地、全国重要的农资集散地，郑州名副其实。近年来，维护农民权益特别贡献奖、省级文明单位等荣誉纷纷花落市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农业产业化

经营、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农业技术推广等工作均列全省乃至全国前茅。

“十一五”期间，依托粮油、畜牧、渔业、蚕桑、林果、瓜蔬六大产业，郑州大力发展精品农业，成功实现了转型升级：粮油产业稳步提升，产量屡创新高，培育了花卉、石榴、大枣等10多个产业。

5年来，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农村综合改革稳步推进，粮食生产稳步提高，菜篮子产品供应丰富，为推进全市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十一五”期间，全市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年

均增长3.5％，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年增13.3％，是农业发展最快、农村变化最大、农民增收最多的5年。

一个个荣誉不仅印证了郑州在“十一五”期间取得的累累硕果，而且为都市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了更加有力的物质基础，它足以让郑州人感到自豪！

新的征程已经开启，“十二五”期间，郑州农业的地位、价值、环境将发生深刻变化，郑州将逐步摆脱传统农业的束缚，加速推进都市区现代农业建设。市农委将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全力打造一个

生态和谐的都市区现代农业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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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产业集聚发展

发展都市区现代农业是一项综合性战略工程，为保障都市区现代农业
顺利推进，市农委按照“优势产业向优势地区集中，优势地区优先发展，优
势产业优先发展”的要求，根据蔬菜、渔业、花卉三个产业规划的规划布局，
重点发展蔬菜、水产、苗木花卉等现代农业示范区，每个示范区面积达到
5000亩以上，示范、引导、促进现代农业优势产业集聚发展。

2011年启动蔬菜产业园、沿黄现代渔业示范区、中牟南部生态农业示
范区和黄河农场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等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大力发展
休闲观光农业，拓展农业的休闲体验功能，2011 年重点建设 7 平方公里的
樱桃沟观光休闲农业示范区。加快推进花卉产业发展，按照花卉产业发展
规划布局，重点开展鲜切花生产产业园、中高档盆花生产产业园和名优花
卉种苗工厂化生产产业园建设。扶持建设示范性花卉生产企业，努力扩大
花卉生产面积，2011年在中牟、上街、荥阳、惠济启动 4个千亩花卉苗木产
业园建设。培育壮大农产品加工业，积极推进好想你枣业、金博士种业、广
安饲料等重点龙头企业上市工作，做大做强龙头企业。2011年新增市级农
业产业化经营重点龙头企业 20家，总数达到 354家以上，加工型龙头企业
全年实现销售收入达到 400亿元。进一步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2011年新
建合作社 100个，合作社总数达到 1200个，带动农户 22万户，农民专业合作
社示范化率达到 10%以上。

日光温室蔬菜生产基地

加快转变领导方式
大力推进都市区现代农业建设

“建设郑州都市区，要大力推进都市区现代农业建
设。”市委书记连维良说，发展都市农业，是郑州农业发展
的基本要求，就是要围绕城市需求调整农业结构，以城市
发展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效，用工业的、景观的、生态的
理念发展都市农业。

“都市区现代农业”的发展定位和发展方向已经明
确。但如何去做，如何推进都市区现代农业建设，是社会
各界共同关注的话题。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市农委将站
在打造中原经济区核心增长区和全国区域性中心城市的
战略高度，贯彻落实“以领导方式转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
暨都市区建设研讨班”精神，坚持“部门联动、政策集成、主
动服务、跟踪问效”的推进机制，重点推动领导方式转变，
注重以服务落实工作，创新工作，提高工作效率，开创都市
区现代农业的新局面。

针对今年我市创新农业产业扶持资金使用的新办法，
市农委认真细化工作环节，在找准项目和吸引资金上做足
文章，以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农业领域，促进都市区
现代农业大发展。目前，市农委已经组织了由企业、银行
和县（市）区政府参加的郑州都市区现代农业招商推介会，
以及郑州市农业项目管理培训会。这些新举措收到了较
好的社会效果，400 多个项目进入都市区现代农业项目
库，将吸引 170多亿的资本注入都市区现代农业建设，郑
州都市区现代农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期。

打造引领中部现代农业
先行“示范区”

发展都市区现代农业，既是昨天实践的结果，又是今
天实践的起点，更是明天实践的方向，是郑州都市区经济
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我市城乡和谐的必然条件，也
是服务都市区、富裕农民的必然选择。

在全力推进郑州都市区战略的征程中，农业产业应
如何定位、布局和发展？对这一全市城乡百姓共同关注
的问题，市委、市政府明确了“都市区现代农业”的发展定
位和发展方向。与之相配套，在 3月 23日召开的市委农
村工作会议上，市委、市政府正式印发了我市《关于发展
都市型现代农业的意见》，未来 5 年全市都市区现代农
业的发展规划及蓝图跃然纸上：“十二五”期间，郑州要
重点发展高科技设施型农业、特色精品型农业、高端服
务型农业、观光体验型休闲农业、生态景观型低碳农
业，形成“一带、二区、三圈层”的总体布局，即北部生态
经济产业带、高效现代农业示范区和生态涵养与特色产
业区，城区农业科教创新核心圈、近郊高效农业圈、近郊
优质特色农业圈。

重点发展休闲农业、蔬菜、花卉、现代畜牧业、现代渔
业、籽种产业、生态产业、农产品加工业、农业物流产业、
农业总部基地等十大产业，从而把郑州建设成为产业体
系完善、生态环境良好、农民富裕安康的国家中部地区都
市区现代农业先行示范区，成为中部地区农业科技创新
基地、多功能农业产业基地、农业高端服务业基地和国家
中部地区农产品物流交易中心、农业总部经济中心。

继续推进新农村建设“整村推进，综合
达标”工程。按照“一化带三化”要求，以城
镇化建设为导向，以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为抓
手，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稳步推进以合
村并城、合村并镇、合村并点为重点的建设
模式，积极开展合村建镇的探索工作，继续
做好特色村整治开发工作，全面加快全市新
农村建设的进程，推进城乡统筹发展。2011
年启动126个新型农村建设项目。

至“十二五”期末，郑州将基本形成以

满足城市消费需求为目标的都市区现代农
业产业体系，农业生产供给、生态保障、休
闲文化等多重功能日益增强，农业综合生
产能力不断提高。

没有思想领先，就没有发展率先；没有
观念超越，就没有发展超越。市农委将以
一种喷薄而出的创新气势，一种前所未有
的发展活力，让都市区现代农业这一令人
振奋的美好图景变为现实。

一个伟大的新征程已经开启！

加强科技兴农

提高装备水平

推进“菜篮子”工程建设

加快推进蔬菜生产基地建设，启动实施《郑州市蔬菜产业发展规划》，以发
展设施化生产和标准化菜田建设为抓手，集中创建一批标准化、集约化程度高
的蔬菜标准园，2011年新建、改造标准化菜田 2万亩，其中设施蔬菜 8000亩。启
动实施《郑州市现代渔业发展规划》，大力推进沿黄现代渔业带建设，抓好良种
繁育体系、疫病防控体系、质量安全体系、技术推广体系、水产科技示范园区、标
准化水产健康养殖基地等六个重点项目建设，2011 年新增水产养殖面积 5000
亩。促进菜篮子产品市场流通，加强农产品品牌建设，引导和鼓励传统、优势、
特色农产品创建品牌，提升品牌效应和经济效益；加强对“菜篮子”市场信息的
监测分析，在完善市场热点信息报送机制的基础上，建设“菜篮子”产品信息采
集点，逐步建立覆盖全市各县（市）区农业部门、主要生产基地和主要批发市场
的“菜篮子”产品产销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定期收集发布“菜篮子”产品生产、供
求、质量、价格等信息。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进一步完善“两级三层”农产
品质量安全检测检验体系，积极探索农产品生产管理全过程、检验检测全覆盖、
监督管理全方位的“三全管理”新机制。加快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2011年全市
新增农业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 5000亩，“三品一标”认证数量增加 36个。

郑州市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党委书记、主任韩绍林(左)指导小麦生产

严格农产品质量检测

加强农业科研创新体系建设，加快推
进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农业科技示范场、

“国家级（郑州）农作物品种区域试验站”
和“郑州市农作物种子质量鉴定基地”项
目建设。加快启动“郑州市农业生物育种
工程中心”建设项目，提高农业科研自主
创新能力。2011年，加快推进农作物新品
种选育和种质资源创新，选育农作物新品
种 1个，蔬菜新品系 6个，引进蔬菜优良品
种 100个。继续推进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服
务体系建设,完成 25个区域中心站建设任
务。继续实施沃土工程，推广测土配方施

肥 495 万亩，施配方肥 190 万亩；建立 2 个
精准施肥示范村试点；新建 3 个市级有机
质提升试验示范区；引进旱作农作物新品
种 9 个、新技术 9 项。积极开展粮油优质
高产示范田创建活动，在全市建设粮油高
产万亩示范方 15 个，千亩高产方 50 个。
继续实施新一轮“种子工程”，在全市建立
各类农作物新品种及蔬菜花卉种苗试验
示范展示基地 500 亩、小麦“三圃田”6 万
亩、良种生产基地 25万亩。扎实开展农村
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完成“阳光工
程”培训任务 1.5万人。

调整优化装备结构，大力推广高新适
用农机化技术，着力提高薄弱环节机械化
作业水平，突出抓好玉米机收、深松整地、
根茎收获机械、设施农业机械、水利机械的
发展。2011 年玉米机收率达到 55%以上。
推进农机农艺融合，加大农机化技术推广
力度，2011 年保护性耕作面积达到 40 万
亩。完善县、乡、村三级农业信息网络体
系，完成区域中心站农业综合信息平台的

开发和接入工作。加快推进农村综合信息
服务站建设，依托农技推广区域中心站建
设 10个农村综合信息服务站，设立农村大
喇叭，加强防灾减灾的信息预报。扩展

“12316三农热线”系统功能，编发农业手机
报。加快中低产田改造步伐，2011年改造
中低产田 20万亩，扶持产业化经营项目 20
个。继续加强农村沼气建设，新增农村户
用沼气1万户，大中型沼气工程60处。

建设新型农村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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