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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走进中牟新区姚家镇的田间
地头，一片片西瓜地宛如绿色的海洋，
藤蔓间藏着一个个圆润饱满的西瓜。
瓜农穿梭其间，小心翼翼地采摘西瓜，
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这些西瓜主
要销往郑州、洛阳、新乡等周边地区。
除了鲜食，一些西瓜还将被加工成西瓜
酱等产品，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全国各
地。中牟还将西瓜与当地的文旅资源
结合起来，启动了“瓜潮幻乐·趣玩中
牟”2025中牟夏日吃瓜大会暨暑期文
旅消费季，在产业融合中赋能瓜农增
收、丰富游客体验。

将“甜蜜”产业链“玩”出新花样，这
是郑州延伸现代农业产业链、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

近年来，郑州市以“产业兴旺、生态
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为总要求，深入学习运用浙江“千万工
程”经验，通过片区化推进、全产业链开
发、数字化赋能等创新举措，因地制宜
发展特色农业，延伸现代农业产业链
条，不断推进农业产业化，探索出一条
具有郑州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政策赋能 乡村产业振兴“加速跑”

乡村振兴，产业是重中之重。郑州
市不断创新政策机制，为乡村产业发展
提供坚实保障，出台了《郑州市培育壮大
乡村富民产业实施方案》《郑州市关于推
动乡村优势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实施
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明确了乡村产
业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具体措施。

在资金保障方面，郑州市依托财政
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引导各区
县（市）谋划实施乡村优势特色产业项

目，2021 年来，全市实施经营性产业类
项目 500个，资金规模达 14亿元。这些
项目的快速建成投用，促进了村级集体
经济发展壮大，拓宽了农民群众就业增
收渠道，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了新动
能。同时，创新设立“一库两员”制度，组
建市级乡村产业项目专家库，以“市级观
察员”身份监督指导县级项目库论证评
审，以“项目指导员”身份对 500万元以
上拟入库项目进行提级论证，严把项目

“入口关”，提升项目质量和效益。
人才是乡村振兴的关键。郑州市实

施农村人才定向精准培养计划，分产业、
分层次、分时段持续开展特色种养殖、乡
村旅游、电商等专项技能培训，实施产教
融合发展，提高乡村特色产业从业人员
的知识素养和从业技能水平。同时，开
展“头雁南飞助振兴”行动，选派优秀村
支部书记赴先进地区跟班历练，提升基
层干部的发展能力和水平。

巩义海上桥古村落，
完整地保存了20余栋明
清年代的古建筑

本报记者 唐强 摄

清晨，伏羲山薄雾缭绕，一鸣书居的
瓦檐还挂着晨露。民宿负责人白艳玲已
开始忙碌：“周末房间早订满了，游客冲
着伏羲山优美的环境和美食来，村民跟
着民宿也富起来了。”伏羲山脚下，这样
的精品民宿集群已成为新密西北部的亮
丽名片，也折射出新密市乡村特色产业
的蓬勃活力。这幅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
图景，正是郑州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
生动写照。

据郑州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郑州市坚持“一片区一特色、一片区
一模式”的原则，构建了“1+3+7+N”和

美乡村建设规划体系。“1”是制定一个和
美乡村片区工作方案，“3”是将全市划分
为东部平原、中部丘陵、西部山区三种类
型片区，“7”是在七个区县（市）先行启
动七大组团建设，“N”是对照不同标准
对村庄进行精准定位。这一规划体系
打破了行政区划界限，实现了资源共
享、优势互补。

登封市以环嵩山旅游公路为纽带，
将分散的村落串联成线，打造了以响
水 堂、云 顶 琼 居 为 引 领 的 民 宿 集群。
唐庄镇王河村利用财政衔接资金建成

“醒山民宿”，自运营以来累计接待游客

1.1 万人次，实现营收 300 余万元。“以
前守着绿水青山过穷日子，现在开起了
民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王河村村民
感慨道。

片区化发展不仅让乡村颜值提升，
更激活了产业动能。截至2024年底，郑
州市累计投入资金超 14亿元，乡村精品
休闲旅游线路 12条，沿黄美丽乡村旅游
带、环嵩山组团、长寿山组团、伏羲山组
团“一带三组团”基本成型。全市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1933 元，90%以上
的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超 10万元，383个
富裕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超百万。

规划引领描绘和美乡村新画卷

多姿多彩多姿多彩 美丽乡村风光好美丽乡村风光好

延伸产业链 激活特色产业新动能

夏日，荥阳市高村乡刘沟村的石榴
园郁郁葱葱。村民们顶着烈日给软籽石
榴除草、浇水，石榴树上已经被套上袋的
果实掩映在绿叶之间。3个月后，这些石
榴将迎来成熟的季节。鲜艳饱满、红里
透亮的石榴不仅吸引游客前来采摘品
尝，还将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全国各地。
除了鲜食外，有的石榴还将被加工成石
榴汁、石榴酒、石榴面膜等产品，走向更
广阔的市场。

立足本土资源禀赋，郑州市念好
“土”字诀，打好“特”字牌，唱好“产”字
歌，扎实做好“土特产”文章。围绕蔬菜、
水果、生猪、肉牛等乡村资源，实施了一
批设施蔬菜大棚、畜牧养殖棚舍、高效渔
业等特色产业项目，推动特色种养业标
准化、规模化、绿色化发展。其中，黄河
鲤鱼养殖规模居全国之首，观赏鱼锦鲤
年产量占全国一半以上，郑州“168”养殖
模式（漏斗形池塘循环水高效养殖技术）
在全国推广。

农产品加工业是提升农业附加值、
构建农业全产业链、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的重要乡村产业。郑州市坚持“粮头食
尾、农头工尾”理念，全力推动农产品加
工业提质增效，形成了从田间到餐桌的
完整产业链。2024年，全市农产品加工
业产值超 1800亿元，位居全省首位。规
上农产品加工企业 208 家，其中产值超
50亿元企业 4家、20亿元企业 10家、10
亿元企业 20家、上市企业6家。三全、思
念在全国速冻食品行业市场占有率超过
60%，助力郑州成为全国最大的速冻食
品生产、研发基地和物流中心；“红枣第
一股”好想你集团是国内最大的枣制品
生产加工企业；千味央厨成为国内预制
菜行业的领军企业；蜜雪冰城从郑州走
向世界，海外门店近 5000家。农产品加
工业的蓬勃发展，为郑州农业产业链延
伸注入强劲动力。

中牟县的草莓产业是全产业链发展
的典型代表。中牟县深度挖掘草莓产业

优势，累计投入衔接资金 3000 余万元，
建设了以育苗、种植、销售、保鲜分拣、冻
干、深加工为一体的草莓全产业链发展
体系。目前，中牟已建成多个标准化草
莓基地，每年吸引周边7万余名游客入园
采摘，实现农户增收 20％左右。“现在我
们的草莓不仅能鲜食，还能做成草莓干、
草莓酱、草莓酒，甚至草莓面膜。产业链
拉长了，农民的钱包也鼓起来了。”中牟
县农业农村局负责人说。

登封市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成效显
著，以环嵩山旅游公路和城乡美丽公路
为依托，深挖乡村山水风光、村落建筑、
乡土文化等特色资源，建设精品民宿、发
展乡村旅游。同时，依托当地资源发展
蛋鸡、肉牛、高山蔬菜等特色种养业，并
推动食品加工产业发展，形成了“种养
加”一体化的产业格局。宣化镇的蛋鸡
养殖、石道乡的肉牛养殖、大金店镇的高
山蔬菜种植等项目已成为当地富民产业
的典型。

登封雷家沟村登封雷家沟村，，美丽乡村建设的代表美丽乡村建设的代表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周甬周甬 摄摄

荥阳高村乡刘沟村刘丙超承包的石榴园
喜获丰收 本报记者 李焱 摄

金水区来童寨金水区来童寨，，黄河岸边的美丽乡村黄河岸边的美丽乡村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马健马健 摄摄

集群发展 打造现代农业新高地

走进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城，车水马
龙，一派繁忙景象。作为中部地区最大的农
批市场，这里年交易量达2000万吨，交易额
近1000亿元，产品辐射全国乃至全球60多
个国家和地区。万邦物流城的蓬勃发展，正
是郑州农业产业集群发展成效的有力证明。

郑州市通过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发展农
业产业化联合体、建设产业园区等举措，推
动农业产业集群发展，形成了“龙头引领、集
群发展、辐射带动”的良好格局。截至目前，
全市培育市级以上龙头企业161家，其中国
家级 14家；累计培育省级农业产业化联合
体 10 个。这些龙头企业和联合体发挥着

“链主”作用，带动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形
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

目前，郑州已经形成数个颇具特色的农
业产业集群。新郑市的食品工业企业已达
200家，其中规上企业 44家，方便食品、枣
制品全国市场占有率分别达 20％、25％；二
七区聚集了近100家食品工业企业，其中规
上企业 13家；惠济区以三全、思念为龙头，
聚集冷链食品企业4家，是全国最大的速冻
食品生产、研发基地和物流中心；高新区聚
集了太古可乐、千味央厨等多家知名食品制
造企业，产业规模近50亿元。这些产业集聚
区的形成，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产业的
协同发展，大大提升了郑州农产品加工业的
整体竞争力。

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不仅壮大了企业，
更带动了农民增收致富。郑州经开区谢庄
村以前是个贫困村，当地盛产芝麻和花生
却没有市场。国家级龙头企业三全公司将
谢庄村作为帮扶对象，与该村香蕴来粮油
食品有限公司开展合作，解决了芝麻、花生
的销路问题，近百名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家门口就
业业。。“现在在家门口上班，既能照顾家庭，又
有稳定收入，日子比以前好多了。”谢庄村村
民王大姐说。

郑州市还积极推动农业与现代信息技
术深度融合，发展智慧农业、数字农业。在
伏羲山片区，借鉴伏羲农场经验，推广数字
化种植模式，建设“一村九园”数字乡村样
板；在农产品物流领域，万邦集团推广“区块
链+溯源系统”模式，实现全链条质量追溯
数字化。这些创新举措为农业产业化发展
插上了科技的翅膀，提升了产业发展质效。

从新密的伏羲山民宿集群到中牟的草
莓基地，从荥阳的石榴产业带到惠济区的速
冻食品生产研发基地，郑州正以片区化规划
为引领，以产业链延伸为抓手，以产业化集
群为支撑，精心描绘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
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新图景。

本报记者 武建玲赵冬 郭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