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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把乡亲们集中到这里，给大家讲讲
黄瓜、番茄的栽培管理技术，请大家注意听、认
真记，有问题的可以提出来，由专家现场予以
解答。”随着主持人简单幽默的开场白，一堂生
动的农业技术培训课开始了。

新郑市八千乡湾左村的会议室里，全村
100 多个农民群众聚精会神地听着专家讲课。
人群中有头发花白的老人，有抱着孩子的妇
女，更有拿着笔记本的“80后”。

负责八千乡蔬菜大棚建设的农业专家张
全智一开口就拉近了与群众的距离。他问群
众想种的是什么番茄品种？密度怎么样？一
季打几遍药？一季施几次肥？听起来简单却
又十分专业的提问一下子吊足了大家的胃口。

张全智从群众最关心的问题讲起，番茄的
生理特点、品种选择、棚室建造、施肥技术、栽
培要点以及番茄病虫害的防治，深入浅出，通
俗易懂，群众听得如醉如痴，不时地点头称
赞。他们手里拿着纸和笔认真记着，有问有
答，现场气氛十分活跃。讲到精彩之处，下面
鸦雀无声，讲解告一段落，现场响起雷鸣般掌
声。

“现在十一点，所剩时间不多了，那我就只
能拣稠的捞了。”张全智一嘴朴实的乡土话逗
得大家开怀大笑。当理论知识讲解结束，已是
正午，专家走下讲台，在群众的簇拥下又开始
了“单兵较量”，专家耐心进行逐个解答，直到
一个个学员载兴而归。

“从农田到餐桌”安全监测

打造菜篮子
放心工程

饭每天要吃，菜每天要买，但如何买到“质
量合格”的蔬菜呢？生活中肯定不少人为此发
愁，但是，新郑的老百姓在买菜上可是放心大
胆、“随意”购买了，是他们不在乎菜的质量
吗？当然不是，因为有了从生产基地到市场全
过程监测的专业“检验师”！

以华润农业种植有限公司的蔬菜生产基
地为例，在新郑市农委的指导下建立了农残自
检室，制定了从产地到市场的全程质量控制系
统和追溯制度、农产品产地准出制度，对生产
过程、产品检测、包装标识等关键环节进行监
督管理，对每批生产的蔬菜进行农残速测。据
了解，这样的农残自检室在全市还有6个。通
过检测，严把出口关，从源头上避免了不合格
农产品上市流通。

每天早上六七点钟，在新郑市各个菜市场
总能见到蔬菜质量监督中心的工作人员穿行
于一个个摊位间，抽检当天要检测的蔬菜。抽
完样品，她们会回到实验室把蔬菜切成一个个
小块分别放到试管内，从冰箱里拿出试剂滴入
试管，从试管里提取少量溶液放到检测仪器里
进行检测，15 分钟之后，检测结果就出来了。

“我们每天都对上市蔬菜进行检测，如果发现
蔬菜中有农药残留，不符合上市标准，我们就
马上告知商户不得销售，我们坚决把好农产品
上市前最后一道关。”该中心工作人员刘俊敏
说。

在新郑市洧水路菜市场，来此买菜的张女
士正在买青辣椒，她指着摊位前蔬菜农药残留
检测结果公示栏上贴着的蔬菜质量合格证说：

“以前我们买菜很小心，专挑那些有虫眼的、枝
叶很新鲜的，现在好了，工作人员每天都对这
里的蔬菜进行检测，我们没了后顾之忧，买着
很放心。”

“标本兼治、着力治本”，新郑市农委加强
农产品“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全方位的监测
管理，在全市蔬菜生产基地、蔬菜批发市场、农
贸市场和超市等生产、流通重点场所开展农药
残留检测。在洧水路市场设立蔬菜农残监控
点，每日开展检测，同时每周对其他市场、超市
进行蔬菜农残留抽检两次，编制检测信息、建
立了蔬菜质量安全周报制。

本报记者 边艳 高凯 李伟彬 文/图

农业经济态势良好
新郑市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呈良好

态势，2011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 11344
元，比上年增长 19.9%。农业龙头企
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分别达到 68 家和
187家，无公害农产品达到48个，正龙、
好想你公司荣获全国农业产业化十强
龙头企业称号，“豫君源”牌蔬菜在省内
首家通过欧盟有机食品认证。龙头企
业去年总产值186亿元，带动农户12万
户，建立农业出口创汇生产基地 4200
亩，农产品年出口创汇额突破 1000 万
美元，有力地带动了产业发展，促进了
农民增收。今年，将继续依托粮油、蔬
菜、红枣等主导产业、优势资源和特色
农产品，加快培育、大力发展各类新型
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各级龙头企业。

粮食生产不断提升
新郑市农委严格按照中央“毫不

放松抓好粮食生产”的总体要求，继续
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努力提高科
技服务水平，千方百计稳定粮食播种
面积，着力提高单产和品质。2011 年
全市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86 万亩，总产
量28万吨左右。

近年来，新郑市农委坚持集中连
片、规模开发的思路，打造了10万亩高
标准农田，改造了 5.9 万亩中低产田，
农用机井升级改造 5400 眼。改造后，
粮食单产增幅30%左右。依靠良种，改
善品质；依靠科技，主攻单产；依靠服
务，实现增效。同时，依托农业部粮食
高产创建示范建设项目，在全市开展
粮食“百千万”高产创建活动。每年建
立高产创建万亩示范方5个、千亩示范
方10个，示范方内实行统一供种、统一
配方施肥、统一耕作、统一病虫害防
治。由于主导品种明确，主推技术突
出，田间管理到位，病虫害综合防治有
效，苗情转化快，长势好，高产典型的
示范带动作用明显，有效促进了全市
粮食生产水平的整体提升。

农村环境有效改善
农机购置补贴、良种补贴、退耕还林

补贴……一项项惠民补贴减轻了农民的
负担；深入开展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
的专项治理，建立和规范农村“一事一
议”筹资筹劳，农民的利益得到保护，农
村财务管理逐步制度化、规范化；建立完

整、规范、有效的农村土地承包及经营权
流转工作机制，维护了农村社会大局和
谐稳定；全面检查玉米、花生、小麦种子
市场、种子生产企业及农资经营门店，维
护了市场正常秩序，保护了农民合法权
益。同时，新郑市农委加大沼气的补贴
力度，大力推进农村沼气建设，调动了农
户建设沼气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力
地改善了农村生态环境。

农业综合开发基础夯实
“田成方、林成网、路相通、旱能

浇、涝能排、地平坦”的高标准农田已
经出现在新郑百姓的视野中。为打造
高标准农田，去年申报实施了国家级
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项目6个，区域
涉及梨河镇、龙王乡、郭店镇、薛店镇、
城关乡 5 个乡镇的 27 个行政村，改造
中低产田5.9万亩。

为加快中低产田改造步伐，新郑
市农委结合全市农业产业规划布局，
优先在乡镇优势农产品生产基地内实
施，重点支持菜篮子工程建设，实施11
个新菜田开发项目区，涉及该市梨河
镇、郭店镇、城关乡、观音寺镇、八千乡
等 5 个乡镇，总规模 15000 亩，调整了
种植结构，满足人民群众丰富多样、放
心安全的餐桌需求，保障了蔬菜供应。

扶贫开发成效显著
2011年完成史垌村扶贫移民搬迁

的同时，实现脱贫人口 700 余人，实施
人畜饮水、村组道路建设、村容村貌整
治、村部建设等基础设施项目 9 个，解
决了贫困村 300 多群众的吃水及 200
多亩耕地的灌溉难题，改善了800多群
众的出行等问题;完善了文化活动广

场、村部建设等公共设施，丰富了群众
的业余文化生活。同时结合贫困村地
域特点，实施产业化项目 3 个，科技项
目两个，有效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提高贫困村持续发展能力。

农机化水平不断提高
近年来，新郑市农机化水平不断

提高，得到了省、市领导的好评。2011
年 6月 14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常委、中
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对薛店镇临港农
机专业合作社进行了考察，对该市“农
民收麦、政府买单、合作社服务”的社
会管理创新运作模式表示赞许，并给
予了充分肯定。

新郑市通过召开不同类型的现场
演示会、发放购机补贴、大力推广新技
术新机具，推动了农机均衡发展，缓解
了农村青壮年劳力短缺对粮食生产带
来的不利影响，提高了土地产出率、资
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全市小麦机
收率达99.53%，玉米机收率达70.47%，
均超额完成目标任务。

在农机管理工作中新郑市农委坚
持落实各负其责、倒查追究制度，依法
加强对农业机械及其从业人员的监督
管理，严格依法开展农机年度检审验、
核发牌证等工作，积极开展安全生产
专项治理活动，及时排查存在安全隐
患的车辆、机具，纠正查处无证驾驶、
超速超载、违法载人等违章违规行
为。抓住年度检验、“三夏”“三秋”农
机出勤高峰期等重要季节，以“阳光工
程”培训为平台，采取以会代训和现场
讲解等的方式，开展业务技能培训和
法律、法规宣讲，提升了农机从业人员
的操作技术水平和安全生产意识。

“科技下乡”
助农富

在新郑的农村走村串户，时常会看到有些人
家的大门上挂着“科技示范户”的牌子，如果你和
他们聊起这个牌子，他们就会滔滔不绝地和你聊
起“农田农事”了，谈不几分钟，就只剩下惊叹了
——好专业啊！

一切都得益于“科技下乡”。在新郑市，新品
种、新技术推广应用普及率达到 90%以上，“良种
工程、科技入户工程、粮油高产创建工程”等项目
遍地开花……

科技下乡，为何下？服务三农。
农民、农业、农村，农民增收、农业增长、农村

稳定，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
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新郑市农委以加快现代
农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为目标，以“科技入户，服
务三农”为宗旨，以“引进、试验、示范和培训推广”
为手段，大力开展“科技下乡”活动，不断提高广大
农民接受现代科技知识的能力、劳动致富能力、勇
于创新和试验示范的能力，有效提高了农民的科
技文化素质。

科技下乡，如何下？一个字，“送”。
首先是送的人。新郑市农委组织开展的“万

名科技人员包万村活动”，抽调了全委专业技术骨
干力量，以及郑州市农委选派的专家，分包全市
290多个行政村，全面开展抗旱浇麦保春管、秋粮
管理和秋收秋种等各项科技服务工作。走进每个
行政村，都能看见路边的墙上公示着该村技术人
员的电话、服务内容，真正使每个技术人员责任到
村、服务到户，做到村村有农技人员指导。“技术人
员经常会给我们送来技术资料，从上边我们学到
了很多科学种植的方法。还有那些专家走进我们
的田间地头手把手、面对面地开展技术指导和培
训，真是‘技术人员到户、科技成果到田、技术要领
到人’呀！”城关乡胡庄村高明说。

其次是送的方式，培训。绿色证书培训、农村
劳动力劳动技能培训、退耕农民实用技术和职业
技能培训、农村实用人才致富技能培训……“自从
开了培训课后，我是节节课都来听，恐怕错过任何
一次学习的好机会，你看我还记了很多笔记呢。
培训内容很全面，也很实用，有蔬菜栽培、病虫害
防治、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农村沼气建设与管理
等，让我们百姓很受益。”八千乡村民刘刚说。

新郑市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
新郑市农委）负责全市农业农村工作的综合
协调和指导服务工作，是在原新郑市农业局、
农机局、畜牧局、农开办、扶贫办的基础上组
建成立的，承担着该市农业技术推广、农产品
质量监管、农村经济经营管理、农业机械管
理、畜牧业管理、农业综合开发、扶贫开发等
重要职责，涉及了该市农业农村工作的方方
面面。

近年来，新郑市农委以发展现代农业为
统揽，以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繁荣为核
心，以发展现代农业、完善农业生产配套服务
体系、提高农业综合开发能力、提升农业装备
水平为重点，按照“用现代工业理念发展农
业，用现代工业成果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
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体系建设服务农业，全面
实现新郑全市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农民

非农化”的工作思路，狠抓工作落实，强化
科技服务，齐心协力、扎实工作，有效

推动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
续稳定发展。

荣誉榜
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市）
河南省农业综合开发工作先

进单位
郑州市“三农”工作先进单位
郑州市新农村建设先进单位
郑州市农业综合开发工作先

进单位
郑州市农机工作先进单位
郑州市种子管理工作先进集

体
新郑市绩效考核优秀单位
新郑市跨越式发展先进单位

温室蔬菜生产基地、大棚西瓜生
产基地、万亩大樱桃生产基地、葡萄生
产基地；华润农业种植有限公司、河南
农建实业有限公司、正兴生态农业有
限公司、心莲心莲藕生产合作社、农乐
西瓜合作社……一个个设施农业生产
基地、一个个农业合作社逐渐出现在
新郑百姓身边。

发展设施农业是推进工业化、城
镇化、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调整
农业结构、实现农民持续增收的有效
途径。近年来，新郑市加大设施农业
建设力度，从政策、资金、技术上向设
施农业倾斜，不断开创设施农业发展
新局面。

“我们这里占地 330 亩，有 156 座
大棚，大棚内茄子、圣女果、黄瓜、青椒
等长势喜人，这儿生产出来的无公害
蔬菜在市场上很受欢迎。”位于八千乡
湾左村的郑州市正兴生态农业有限公
司负责人说。

新郑市把设施农业作为发展现代
农业的重要抓手，成立了高效农业示
范园建设指挥部。明确职责，细化任
务，量化指标。并启动首席服务官工
作机制，每个班子成员及相关科室分
包一到两个项目，及时协调解决项目
建设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确保项目
高质量顺利实施。新郑市还成立项目
督查小组，建立督查台账，每天对项目

进展情况进行督查评价。
新郑设施农业的发展吸引了河南

农建、河南利鑫、河南豫鑫、郑州正
兴等数家投资近亿元、以发展设施农
业为主的农业企业入驻，为设施农业
发展注入了活力、增添了后劲。

为方便项目单位及时了解栽培技
术和外地客商了解基地的蔬菜信息，
新郑市建立农业信息网，并配备专职
信息员，及时把设施农业等相关信息
在网站上发布，为项目单位提供及时
便捷的服务。

截至目前，新郑市建成设施农业
面积 3012 亩，总投资 1.95 亿元，有力
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在希望的田野上
——新郑市农业农村工作综述

名 片

炎炎夏日，麦浪翻滚，酷暑的肆虐抵挡不住丰收带来的喜悦；
花红秧绿，硕果盈枝，勤劳的汗水换来了瓜果的满口余香。
这一切，让人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又是一个丰收日，又是一个希望年！”
在丰收与喜悦的背后，新郑市农委一贯的付出、努力与创新功不可没。近年来，新郑市

农委按照“高产、优质、高效、安全、生态”的农业发展总体要求，同步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
农业现代化，围绕强科技保发展、强生产保供给、强民生保稳定，进一步加大强农惠农富农
政策力度，奋力夺取农业好收成，合力促进农民较快增收！

发
展
设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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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农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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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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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产品监测中心的工作人员对蔬菜
进行抽样检测。

名 片

现代化农业机械在田间作业。

农业综合开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