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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1月 2日-5日，由
中国食用菌协会、中国绿色时报

社主办，中共南阳市委、南阳市

人民政府、中共西峡县委、西峡

县人民政府承办的“2018中国食
用菌行业丝路菇业优秀品牌行

动暨西峡香菇国际贸易对接会”

盛况空前，成果丰硕。这是继

“2016中国食用菌行业（西峡）秋
季博览会暨西峡香菇国际品牌

推介会”之后，在西峡举办的第

二次举办的级别高、规模大、影

响深远的食用菌盛会。

西峡香菇已成为蜚声国内

外的知名品牌。2017年，西峡年
产香菇25万吨，产值25亿元，占
全国总产量的 1/10，综合效益
150亿元以上，出口创汇8.4亿美
元。2018年前三季度，全县已出
口香菇10.2亿美元。西峡先后荣
获全国食用菌行业十大主产基

地县、全国食用菌标准化示范

县、全国农业（香菇）标准化示范

区、全国优秀食用菌主产基地

县、出口基地县等荣誉，西峡香

菇被评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等。

在一些人眼里，农产品土得

掉渣，难登大雅之堂。可是西峡

人种香菇、加工香菇、销售香菇

做到了极致，小小的香菇做成了

大产业，并且畅销海外。“西峡香

菇”何以独步天下？品质是其畅

销海内外的“通行证”。西峡香菇

肉厚、香味浓、口感好、无公害，

被消费者津津乐道。优质的农产

品需要良好的气候环境，农产品

产地气候条件是影响农产品品

质的重要因素之一。

农业标准化生产是提升农

产品品质的重要步骤。在实践种

植中，根据西峡独特的地理、气

候特点，独创了春栽、棚架、中

袋、适度规模的种植栽培模式。

西峡县2004年率先在全国实行
香菇标准化种植，改木质香菇棚

架为水泥香菇棚、改水土路面为

硬化路面、改生产环境差为净化

美化绿化的生产环境。先后制定

了《西峡香菇标准化生产技术规

程》《西峡香菇标准化生产操作

20条》《西峡香菇标准化操作规

程》等标准体系，其中《西峡香菇

标准化操作规程》成为河南省唯

一的香菇地方标准。从香菇生产

的备料、装袋、灭菌、点种，到管

理、采菇、保鲜、烘干、加工、分

级、包装、运输、外销等环节，全

过程落实国际质量标准，形成标

准化生产“流水线”，目前标准化

生产率达到95%以上。推行的香
菇标准化种植被业界公认为独

特的“西峡模式”，开创了全国先

河，在全国香菇产业起到了示范

带动的作用。

延伸产业链条，实现一二三

产融合让“西峡香菇”品牌更响

亮。西峡县不断加强农业产业链

建设，推动“果、药、菌”三大特色

产业优一产、接二产、连三产。河

南省食用菌加工企业近200家，
仅西峡县就有加工企业约 100
家，香菇酱、香菇罐头、香菇脆

片、手撕香菇、香菇酱油、香菇菌

汤、香菇粉……就地加工香菇拉

长了产业链条，增加了附加值，

而且一些食品加工企业带动了

菇农的标准化种植，吸纳贫困人

口从事相关工作，提高了贫困家

庭收入。与此同时，香菇生产旅

游产业融合，如实行“旅游+农
业”，开发香菇旅游商品，让菇农

分享到旅游发展带来的红利。

近年来，农产品丰产不丰收

现象时有发生，瓜贱伤农、果贱

伤农、菜贱伤农等怪圈在各地经

常上演，成为制约农业生产、农

民增收的重要因素。随着消费者

对食品营养与健康要求更高、品

牌意识增强，农产品生产者再不

转变发展方式，绿色生产，重视

农产品质量，农产品“卖难、买

贵”的怪圈就难以打破。我市是

农业大市，但大多数农产品普遍

存在着规模小、档次低、渠道窄、

效益差等问题，像“西峡香菇”享

誉海内外的优势品牌并不多。事

实上，除西峡香菇之外，还有唐

河红薯、唐河绿米、桐柏香椿等

农产品在我省乃至我国有一定

知名度。如果让我市农产品走出

去，让农民富起来，都可以从

“西峡香菇”成长纪中找到答

案。累累累8

主持人：南阳农业职业学院李建波

西峡香菇销天下的启示

本报讯 （记者陈琰炜）1.5
吨秸秆可生产1吨活性炭和300
千克木醋液，带动农户亩均增收

200元。11月5日，记者从桐柏
县获悉，郑州永恒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总投资10亿元的新能源项
目落户桐柏，这一项目每年可消

化100万亩秸秆，是绿色产业和
富民产业。

郑州永恒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是一家涵盖新能源开发、生物

科技、产业基金、房地产开发等

多产业联动发展的综合性投资

集团。此次落户的新能源项目，

将建设5条生产线，具有成熟的
生产工艺，以农田各种秸秆和林

下残枝败叶为原料，用低温碳化

技术进行深加工，生产出活性

炭、木醋液等系列产品，市场前

进广阔而且没有污染、没有残

留，有效改善了环境，增加了农

民收入。该项目一期每年可“吃

下”100万亩农田秸秆和林下残
枝败叶等废弃物。该集团董事

长李勇表示，今后几年，还将在

南阳更多的县市区推广这个项

目，为南阳实现高质量发展作出

积极贡献。累累累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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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永恒新能源项目落户桐柏
开栏的话

八千里路云和月，四十年来家

与国。40年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
滚滚春潮，南阳交通掀开了跨越发

展的壮丽篇章。尤其是即将建成的

南阳境内首条高铁——郑万高铁，

将成为南阳经济社会发展史上一座

闪耀的里程碑，其一举一动时刻牵

动着南阳人民的心。

“奋斗”是新时代的主旋律。按

照省委宣传部关于弘扬民族精神、

奋斗精神的主题宣传报道要求，本

报与市铁航办联合推出《致敬2018
礼赞改革开放之郑万高铁南阳行》

专栏，多领域、多侧面挖掘高铁建设

典型案例，多视角、多形式讲述奋斗

故事，大力弘扬机遇意识、危机意

识、创新意识、担当意识，凝聚全市

力量建设重要区域中心城市，敬请

关注。

本报记者 胡楚强

今日之城市，非高铁无以立市。

郑万高铁，无疑是南阳跨越发展的重

要战略支点，将演绎南阳交通运输史

上的一场革命。

它是梦想的开端。郑万高铁是

南阳高铁时代的先导工程。郑万高

铁河南段明年9月底开通，标志着南
阳高铁时代呼啸而来。它将结束南

阳没有高铁的历史，深刻地改变南阳

人民的出行和工作。

它是发展的渴望。城市竞争的

本质是争夺客流、物流与资金流，高

铁是所有这些“流”的重要基础设

施。这条高铁，将构筑郑州至南阳

“一小时经济圈”，为南阳建设重要区

域中心城市提供重要支撑。两地的

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由此川

流不息、交汇激荡。

郑万高铁，连起繁华和梦想。面

临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面对南

阳1100万人民对高铁时代的呼唤，
南阳如何破局，实现经济腾飞？工程

如何又好又快地建设？带着这些问

题，记者走访了市铁航办等职能部

门、工程建设者、专家和群众。

到许昌转乘高铁，时间

倍增又难受，诸多不便——

千万人民盼高铁

改革开放40年来，交通当仁不
让地成为南阳不断转型跨越的“先锋

军”。

从南阳到郑州，大约280公里。
十几年前，这280公里对于经常出差
的曹先生来说，是一段无可奈何的距

离。每次去郑州，他都需要早早出

发，路上颠簸近一天。即便办事顺

利，来回也要两天。

2004年12月，兰南高速南阳段
通车，我市高速公路实现零的突破。

自从高速公路一条条开通，说起去郑

州，似乎就是正常出门上班，一趟两

个多小时就到了。早上去，晚上便能

回到家。

时代在变迁，人民群众的出行需

求也在日益增长。

“从淅川到北京，要先开轿车到

许昌转乘高铁，这期间要 3个半小
时。再从许昌坐高铁到北京，又要花

3个小时。来回路上，一天时间就浪
费了。环顾南阳周边地市，不少已有

高铁了，方便多了。没有高铁，俨然

跟现代社会脱节。”淅川县委杨姓工

作人员倾诉道。

内乡县某知名企业负责人满脸

苦恼，高铁的缺乏，无形中制约了企

业的发展。很多优秀大学生来公司

转了一圈，就走了。

2008年8月1日，我国第一条时
速350公里的京津城际高铁正式通
车，标志着高铁时代大幕正式开启。

10年来，中国高铁版图一再扩
容。郑州铁路局南阳车务段高铁通

老赵介绍，兰新高铁跨越塞北风区，

哈大高铁驰骋东北雪原，宁杭高铁穿

梭江南水乡，从重要城市之间的单

线，到“四纵四横”的实现，再到“八纵

八横”蓝图徐徐展开，全国高铁运营

里程超过2.5万公里，占全球总里程
的近七成。

“最高速的列车、舒适体面地出

行……过去十年，高铁是中国形象的

代名词；未来十年，高铁将是中国倾

力打造的战略重器。重大战略机遇，

南阳不容错过！”老赵感慨不已。

可喜可贺的是，2015年 8月 28
日，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郑万高铁

可行性研究报告》,途经我市方城县、
社旗县、宛城区、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卧龙区、新野县等三县三区。南阳境

内设方城、南阳（卧龙）站、邓州东等3
站，其中南阳（卧龙）站办理始发车。

有解思维竞一流，争分

夺秒赶工期，通车在望——

南阳高铁“高大上”

“十一”长假，车辆穿梭、塔吊林

立，位于宛城区茶庵乡周庙村的郑万

高铁南阳（卧龙）站建设现场一片忙

碌。“眼下是秋季施工的黄金期，郑万

高铁建设开启‘加速度’，工人们每天

都在加班加点地干，确保到年底整体

出形象。”项目部负责人介绍。

市发改委副主任、市铁航办主任

陈建敏自豪地说，“时间紧、任务重。

征迁、工期、资金等一系列问题考验着

高铁沿线县区职能部门。我们不等不

靠，有解思维解难题，争分夺秒赶工

期，成效喜人。”

一年内，征用永久用地5377.63
亩，拆迁房屋约 1300户 26万平方
米！郑万高铁南阳段沿线县区相关

部门倒排工期，挂图作战，为工程建

设的顺利推进赢得主动。征迁工作

平稳有序，没有发生一起上访事件，

没有发生一起阻挠施工案件。

20天建成拌和站、36天完成第
一梁……新野县创造了一个又一个

高铁筑路史上的传奇，用务实高效的

“新野速度”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与好评。河南全标段的中标单位到

新野县参观学习，现场学习推广新野

经验。

高铁建设出资任务重，地方财政

压力大，怎么办？我市各县区根据国

务院、省政府有关文件精神，创新融

资模式，拓宽融资渠道，按时圆满完

成省、市下达的出资任务。其中，高

铁片区起步区预计总投资17亿元，
数额巨大。宛城区将其分为两个项

目，分头推进PPP方案审批、招标和
入库工作。紧锣密鼓下，如今两个

PPP项目顺利落地，开启了全面施工
的崭新局面。

南阳（卧龙）站站房面积原定5000
平方米，经过我市努力争取，扩大至10
倍；南阳段设计时速从当初的250公
里，到如今的350公里；邀请中国工程
院院士崔恺全国勘察设计大师胡绍学

等，为南阳（卧龙）站设计规划“号脉问

诊”，确保其在外部造型、功能布局等

方面国内一流……同样，体现了南阳

的务实和担当。

按照时间节点，我市争分夺秒赶

工期——

正线处于铺轨阶段，将于明年3
月份铺设完毕，进行联调联试；

南阳（卧龙）站房8月份开始地
下基础结构建设，进度在郑万高铁河

南段各个站点排名第一;
明年8月30日前，站房道路、站

前广场等基础设施建设全部完成，保

证顺利通车。

带给百姓的是便利，送

给城市的是发展，红利滚

滚——

“双城生活”不是梦

每天傍晚散步时，周庙村的村民

张军总要到郑万高铁南阳（卧龙）站

工地看一看。他的话语充满期盼：

“盼着这条高铁早点建成，以后南阳

人到郑州、到北京更方便了。”

郑万高铁，能给南阳、给群众带

来什么？

带给百姓的是便利。

高铁时代来临，一扇新的大门被

打开。“以后，周五下班后我们可以坐

着高铁直达重庆吃个夜宵，想去郑州

1个多小时就可到达。这个暑假，我
都听身边的女同事规划了好几遍郑

万高铁通车后的情形了。”南阳网友

“宛城帅锅”网上留言说。

数字是单调的，可是数字也是最

有说服力的：高铁开通后，南阳到北

京4个多小时，到郑州1个多小时，到
重庆也只需4个多小时……一组组
压缩后的时间数据标志着，南阳人通

过乘坐高铁北上南下、东进西出，半

日即可抵达国内所有一线城市，北上

广等发达城市都将纳入我们的一日

生活圈。

带给城市的是发展。

郑万高铁是继全国农运会、南水

北调中线工程之后，我市承担的又一

个国字号工程。市铁航办工作人员

介绍，郑万铁路是河南省米字形高铁

的西南那“一撇”，是联系西南地区和

中原地区的主要客运快速通道。南

阳，借此融入了全国“八纵八横”的高

铁网络。

同城效应、辐射效应、集聚效

应……风驰电掣的高铁将推进郑州、

南阳之间“六大对接”（产业、交通、生

态、功能、平台、空间）有机融合，将对

南阳城市结构、群众生活、交通组织、

产业形态等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它成为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交

融的“大动脉”，有望冲破南阳长期面

临的资金、技术、信息、人才等要素的

壁垒，也使郑州航空港、河南自贸试验

区等真正变成南阳可利用的平台。

预留呼南高铁、宁西高

铁进出口，密织立体快捷网

络，交通先行——

高铁开启新时代

南阳腾飞，交通先行。

南阳高铁时代，“铁公机”振翅高

飞，将使区位“势能”转化为强大的发

展“动能”。

预留更多高铁引入引出线。市

铁航办相关人员介绍，在河南省“米”

字形高铁网络建成后，南阳晋升为

“新秀”，迎来大发展时期。郑万高铁

是南阳高铁时代的先导工程。目前，

呼南高铁、宁西高铁南阳段已经纳入

河南省规划，积极争取纳入国家规

划。南阳（卧龙）站预留了这两大高

铁引入引出线。车站按中型站设计，

规模为3台7线，设基本站台一座，岛
式站台两座，预留5条动车存车线。

构建立体快捷交通网络。郑万高

铁河南段预计明年10月1日开通运
营，2022年全线贯通。设计运输能力
可达6000万人/年。如今，规划多条快
速通道与市内相连，通过多种交通方

式的有效衔接，实现市内10分钟车程，
使该站真正成为城市公交、航空交通

与铁路交通立体交会的交通枢纽。

东风浩荡满眼春，万里征程催人

急。郑万高铁呼之欲出，如何抢抓高

铁经济“黄金机遇”、激发“黄金作

为”、迎来“黄金收益”，是摆在南阳面

前的时代课题。南阳，正借助高铁这

一难得机遇和广阔平台，奋力谱写中

原更加出彩的南阳篇章。累累累8

上图：郑万高铁南阳段施工现场

本报记者 崔培林 摄

南 阳 高 铁 呼 之 欲 出

本报讯 （记者张飞）记者从市

林业局获悉，日前，市林业局与南

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南阳

白河中上游沿线国家储备林建设

(PPP)合同,这标志着我市白河中上
游国储林建设工作进入了一个新

阶段。

林业建设是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建设生态文明和

美丽中国的重要阵地。白河中上游

国家储备林建设项目是我市的重要

生态建设工程，项目面积 18625.5
亩，主要包括新造林工程、现有林改

培工程及基础设施建设三部分，总

投资26446.1万元。项目对改善南
阳生态环境,打造白河靓丽名片，建
设高效生态经济示范市，具有重要

意义。

我市 2016年底正式被纳入国
储林项目建设首批试点市。按照

“储大储优、科学经营、绿色发

展、机制创新”的原则，全市规划

建设国家储备林基地390万亩，其
中新造林110万亩，现有林改培60
万亩，中幼林抚育 220万亩。到
2022年，全市新增森林面积235万
亩，达到 1505万亩；森林覆盖率
提高6.8个百分点，达到43%；森
林蓄积量增加555万立方米，达到
2933万立方米。全市林业产值达到
350亿元，形成布局合理、优势明
显、特色突出、经营集约、管理有

序的林业生态产业体系。累累累6

加强国家储备林建设 引领林业高质量发展

白河中上游国家储备林建设项目合同签订

10月下旬以来，因缺少有效降水，唐河、宛城、新野等县区出现不
同程度旱情，威胁小麦等农作物生长。鸭河口水库工程管理局和鸭

河口灌区管理局及时开闸放水，保苗保墒 累累累6 本报记者 张松 摄

开闸放水 保苗保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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