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积极创建现代农业产业园。 共培
育市级以上重点龙头企业 23 家，国家
级健康养殖和生态养殖示范区已初步

完成规划编制。 今年成功创建国家级
玉米小麦现代农业产业园， 实现了全
市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零突破”；成
功创建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1 个 、市
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2 个 ， 实现国家 、
省、市、县四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体
系全覆盖。

加快推进乡村农资农技服务体系

建设。 19 个乡镇 200 家“供销便利店”
已完成布置，促进“农产品进城、工业品
和农资商品下乡”双向流通。 “头雁”行
动培育 110 名乡村振兴人才，基层农技
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行动培训学员

700 余人。
加快推进乡村商贸服务体系建设。

全县共打造增强型县级综合商贸中心

1 个、乡镇商贸中心 7 个，升级改造村
级便民商店 197 个、“邮乐购 ”461 个 ，
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基本完善，年底
前可打造 50 个特色鲜明、 效益优良的
电商村。

加快推进现代物流体系建设。依据
“县园乡站村点”，规划设计 5 处县级物
流园区、18 个乡镇物流快递配送中心，
完成 461 个村级便利店数字化改造，全
县 478 个行政村已实现物流配送服务
全覆盖。

加快推进城乡人居环境卫生体系

建设。以省级乡村建设示范县创建为抓

手，谋划农业农村领域重大项目 74 个，
总投资 394.6 亿元，15 个行动专班推进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投资 2.42 亿
元， 对 74 条黑臭水体进行治理； 投资
3600 万元，实现户、组、村、乡镇垃圾投
放、转运设施及管理立体全覆盖。 全力
开展农村改厕“提质年”行动，达到粪污
无害化处理全覆盖。

潮头登高再击桨，无边胜景在前头。
郸城县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党中央和
省委的坚强领导下，按照市委五届四次
全会的新要求，以奋发有为、时不我待
的精神，高质量建设农业强县，在建设
农业强市征程中再立新功，贡献郸城力
量。 ①6

工行周口分行举办“走好青春路 奋斗正当时”主题演讲比赛
������为进一步加强青年员工队伍建
设 ， 发挥青年员工的主力军作用 ，工
行周口分行 10 月 8 日举办“走好青春
路 奋斗正当时”主题演讲比赛。

此次演讲比赛， 该行共有 12 位选
手通过预赛选拔进入决赛。 他们分别

来自业务管理、基层网点 、业务营销 、
服务保障等岗位。 演讲现场，参赛选手
都仪表整洁、 精神饱满， 结合自身岗
位、 成长经历和工作成绩进行了热情
洋溢、充满活力的演讲。 他们精彩的演
讲赢得台下观众阵阵掌声。

近年来，工行周口分行始终将青年
员工培养作为重要工作来抓， 通过举
办“走好青春路 奋斗正当时”主题演
讲比赛，不断扩大选人视野，拓宽用人
渠道，在全行范围内营造凝心聚力、奋
发有为的工作氛围，激发青年员工“思

维活跃、敢想敢干 、朝气蓬勃 、创新求
变”工作动能，大力弘扬青年员工有理
想、敢担当、能吃苦 、肯奋斗的敬业精
神， 进一步激励全行员工发挥金融所
长，全力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为周口高
质量发展注入金融动力。 ③11（李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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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乔乔 A5百名记者大走访

农业强市写“郸”当
———郸城县坚持“走在前”建设农业强县纪实

□记者 杨光林 徐松 李林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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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 神州大地孕育
着丰收的希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是党中央着眼全面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作出的战略部署。
作为农业大省， 站在新时

代历史坐标， 河南省委提出建
设“农业强省”新目标，冲锋号
响彻中原。

中原粮仓、豫东周口，心怀
粮食安全“国之大者”。 市委提
出， 率先建成农业强市是周口
必须扛起的政治责任。

郸城县， 河南周口国家农
高区所在地，163 万亩肥沃耕地
种出的粮食， 产量连年突破 24
亿斤。 郸城县认真贯彻落实市
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坚决扛起
“走在前”重任，发展特色产业，
推进乡村振兴，以“农”墨重彩绘
就农业强县蓝图，在率先建成农
业强市征程中彰显政治“郸”当。

“市委书记张建慧希望郸城打造智
慧粮田‘周口标准’，为全国全省智慧粮
田建设提供‘周口模式’。 我们结合周口
国家农高区建设需要，高起点规划、高质
量建设 30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区，目前
项目即将完成，一中心 12个应用系统已

完成 96%。 ”郸城县县长董鸿坚定地说。
同时，为夺取今年秋粮丰产丰收，该

县组建 19支秋田管理技术指导小分队，
投入各类项目资金 1019万元，为夺取秋
粮丰产丰收筑牢基础保障。形成了“县有
中心、乡有站所、村有中介”的土地流转

一体化服务体系， 培育和扶持多元化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 4044 家 、 家庭农场
4341家，全县流转、托管土地 85万亩，占
比 50%以上。同时，投资 13.6亿元开展全
域土地综合整治， 可产生增减挂钩指标
1326亩，补充耕地指标 539.15亩。

“我们围绕小麦、玉米、甘薯全产业
链发展，计划投资 29.6 亿元，建设占地
5000亩的粮食精深加工产业园，目前已
入驻千喜鹤食品等 4家企业。 计划投资
5.1 亿元， 建设占地 110 亩的功能性食
品产业园， 目前已签约北京樊高生物、
河南修风生物、河南康瑞莱生物 3 家企
业，正在洽谈华熙生物、中粮集团、浙江
诺特健康科技等功能性食品企业。 ”郸
城县委书记李全林字字铿锵地说。

科技赋能、躬耕田畴。 郸城县今年

粮食种植面积 280 万亩，规划建设“东
部中药材、南部黑皮冬瓜、西部甘薯花
生、北部辣椒、中部果蔬 ”五大种植产
业基地， 全县发展特色产业种植 40 万
亩，发展规模养殖场 945 个，发展水产
养殖 2.2 万亩，增加群众收入 5 亿元以
上。 坚持推进“一乡一业、一村一品”，
已成功创建“产业兴旺星”支部 56 个。
南丰镇的 10 万只鸭每天下蛋约 8 万
枚，宁平镇养殖的数十万尾清江鱼、鲈
鱼、螺蛳青与江南错时抢市场，钱店镇

3 万亩黑皮冬瓜已经形成种、销、研一
条龙产业链， 汲水镇 1.5 万亩红米椒、
朝天椒争红斗艳，全县近 600 座日光温
室蔬菜“飞”向全国餐桌……目前，郸城
县 478 个行政村实现村级集体经济全
覆盖，2023 年均可实现村集体经济收
入 5 万元以上，特色农业种植流转土地
10 万亩， 土地流转年总收益 1.1 亿元，
可带动 2 万人就业。

今年， 郸城县成功创建全国 2023
年农业现代化示范区。

2022 年 4 月， 国务院批复同意建
设河南周口国家农高区。 郸城县聚焦
小麦产业创新发展引领区、 黄淮平原
现代农业示范区、 科技支撑乡村振兴
典范区、农业高新技术企业集聚区、农
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基地 “四区一基
地”建设目标，委托中国科学院高标准
规划设计，构建“一张图、一张网、一个
中心、一个平台、一体化应用 ”的智慧
粮田信息平台，建有周麦、郑麦系列品
种繁育推广基地， 自主培育小麦品种
30 个； 建有 39 个科研中心及工作站
等， 培育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23 家，完
成备案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81 家；累
计柔性引进院士 5 人 、 中原学者 12
人、省“双创人才”36 人、博士 129 人， 培育了金丹科技、 正星粉业等规模以

上企业 79 家，农业产业化国家级、省级
重点龙头企业 11 家，核心区实现产值
287.3 亿元，筑牢了农业强县根基。

今年是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的开局之年，郸城县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三农” 工作的重要论述，成
立以县委书记、县长为“双组长 ”
的农业强县工作领导小组， 县处
级领导干部明确分工、 县直各部
门各司其职、 县乡村三级上下联
动，紧盯“十五项重点工作目标”，
系统谋划、协同推进、攻坚克难 ，
以高质量的工作方案指导好率先

建设农业强县的具体行动。 同时，
建立健全农业强县观摩考核推进

工作机制，月督导、年评比 ，聚合
力、强保障。

成立书记县长“双组长”专班
汇聚全县创建合力

紧盯农高区“四区一基地”目标 筑牢农业强县根基

围绕乡村产业发展核心要素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强化要素保障助力高质量发展 促进郸城大地生金

以“专项行动”为抓手 构建“一园四体系”

核心阅读

高标准农田风景如画。。

技术人员察看玉米收获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