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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月 27日，安徽乐

团“寻梦到徽州”民族音乐会将

在南阳大剧院激情奏响，市民

可享受一场高水准的民族音乐

盛宴，感受中国民乐的独特魅

力。

安徽乐团作为安徽传播优

秀音乐文化的窗口，有着鲜明

安徽特色，创造、传承着徽文化

音乐历史，在海内外享有盛誉，

创造过众多佳绩。多年来，乐

团涌现了众多演奏家，挖掘、改

编、创作了一大批具有安徽特

色的民族器乐作品。

在本场音乐会中，安徽乐

团的演奏家们将为古朴乐曲赋

予时代新意，古韵新编、民俗

管窥、山水写意，更融入流行

音乐元素，让古曲焕发新生，

精彩绝对不容错过。南阳报业

传媒集团为本场音乐会的战略

合 作 媒 体 ， 订 票 热 线 ：

66776388。②4
（李金玺）

安徽乐团明日来宛献艺

展现民乐独特魅力

本报记者 郝春城

春分已过，大地回暖。“樱桃沟里

建起百花百果园，栽种了车厘子、草

莓、圣女果等果蔬。现在正是草莓采

摘季，你们来看看吧！”听闻镇平县老

庄镇小西岗村党支部书记秦克科这么

说，记者立即驱车前往。

老庄镇地处浅山区，七分山水三

分田，有种樱桃传统，素有“樱桃之乡”

美誉。特别是包括小西岗村在内的樱

桃沟拥有近万亩樱桃树，远近闻名。

近年来，该镇立足特色农业资源丰富、

产业基础较好的优势，不断提档升级

樱桃产业，辐射带动其他产业发展，以

高效设施农业发展，助推乡村振兴。

该镇先后争取资金 2000余万元，在樱

桃沟小西岗村先后建成玻璃暖棚、薄

膜连栋冷棚等 17个大棚，栽种了大樱

桃、草莓、无花果等果蔬，实现“四季有

花香，三季有鲜果”目标，樱桃沟蝶变

成为百花百果园。

在 刚 刚 结 束 的 第 六 届 河 南 省 草

莓大会暨精品草莓展示与品鉴活动

上，老庄镇百花百果园选送的乡野品

种草莓荣获金奖。百花百果园项目

负责人、樱桃沟大棚产业种植户李军

介绍：“草莓头年 9 月种，元旦前即可

采 摘 ，一 直 可 以 持 续 到 5 月 中 旬 ，采

摘期较长，还可以套种彩虹西瓜，效

益可观。”

老庄镇始终把产业振兴作为乡村

振兴的基础和关键，以樱桃沟百花百

果 园 为 依 托 ，加 快 发 展 高 效 设 施 农

业。李军管理的大棚里不但有草莓，

还引进了圣女果、大樱桃、彩虹西瓜等

新品种。就在一个月前，该镇组织李

军等种植大户到山东泰安等地考察樱

桃种植、新品种引进、温室大棚种植栽

培技术等，推动樱桃产业发展，升级特

色品牌。

如今，老庄镇特色农业产品有樱

桃、杏、无花果等 10 种。在做好特色

农业产业发展的同时，老庄镇注重农

文旅融合推进，樱桃沟百花百果园周

边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彩虹大道已被

评为全省 10 条最美农村路，投资 450
万元的方庄美丽乡村已建成，全面打

造诗画老庄、和美樱乡。②4

□ 段 平

眼下正是春耕春管的关键阶段，

我市各地都在抓好农业生产、抓紧农

事活动、抓实农民致富，加快规模化、

机械化、智能化等现代农业基础设施

建设，充分释放新技术活力，用科技

“浇灌”田地，在希望的田野上播撒科

技绿意。

“慧农机”让春耕效率更快。从旋

耕机平田、无人机喷药到直播机撒种，

农机装备功能越来越全；从智能拖拉

机耕地到智慧农业卫星遥感监测小麦

长势，科技为农业带来的便利越来越

多。可以说，现代农业体系就是科技

搭台，农机唱戏，代替农户高效作业，

让“望天田”成了“高产田”，让越来越

多的种粮农民尝到耕地质量提升带来

的甜头。

“慧服务”让春耕生产更强。各地

各相关部门组织农技人员到田间地头

指导，同时在线对接需求，有序引导农

机作业服务和农田管理，让数据多跑

路、农户少跑腿，更多“田保姆”在春耕

一线提供优质服务。“互联网+农业”

的深度融合，打破了农机使用上的时

空限制，让春耕生产始终“在线”。

粮安天下，农稳社稷。坚持以现

实需求为导向，遵循农业科技规律，深

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锐

意创新、久久为功，推动农业与科技深

度融合，把田间地头激荡的科技动能

更好地转化为增产丰收的喜悦，一定

能让大国粮仓根基越来越稳固，中国

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上。②4

用 科 技“ 浇 灌 ”田 地

本报讯 （全 媒 体 记 者王

冰 张 浩 通讯员杜 丰）记者

3 月 25 日获悉，南召县抢抓国

储 林 政 策 机 遇 ，坚 持“ 科 学 绿

化、增绿增效”的方针，以国储

林项目引领科学绿化高质量发

展，统筹推进生态建设、产业发

展、乡村振兴、全域旅游等，实

现了山川增绿、产业增效与群

众增收有机结合。

据了解，去冬今春，该县完

成人工造林 1.17 万亩，占目标

任务的 117%。同时，该县还大

力倡导“林苗景一体化、林果药

一体化、林蚕菌一体化、林养游

一体化”四个“一体化”发展方

式 ，积 极 推 进“ 林 + 苗 ”“ 林 +
果”“林+药”“林+菌”“林+游”

“林+禽”等“林+N”特色产业经

营模式，建设 300 亩以上特色

产业造林基地 15 个，建成千亩

以上科学绿化精品示范基地 4
处、200亩以上 12处，走出一条

林 业 产 业 发 展 的 新 路 子 。 其

中，该县立足资源优势，栽植以

辛夷为主的木本药材，林下合

理套种野菊花、连翘、黄精等中

药材，建成百里辛夷种植长廊、

十万亩杜仲种植基地、国储林

林下中药材种植基地、乔端云

霄曼仿野生中药材示范基地等

十大特色基地，并利用玉兰品

种资源，发挥地理位置优势，选

用一级以上全冠苗木，采取自

种、引进、选育等方式，与北京、

上 海 等 多 家 大 型 绿 化 公 司 合

作，推广使用新的育苗标准，建

设 2000 余亩的高干原生冠玉

兰园，带动全县花卉苗木产业

标准化种植、规模化发展、品牌

化经营。同时，以林业为产业

支撑和生态灵魂，融入森林康

养元素，激活全域旅游，打通一

二三产，助力乡村振兴，提升山

乡群众生态幸福指数。该县还

依托鸭河口水库库区建设了 1
万余亩的玉兰花博园，打造出

梅园、樱花园、紫林树艺、紫藤

谷、柞蚕文化园等特色景观游

园 10 余处，呈现出常绿与落叶

兼备、步移景变的四季花海效

果，成为群众休闲娱乐好去处、

游客“网红打卡地”。

当下，行走在南召大地，春

和景明，玉兰芬芳，一幅道在林

中过、人在画中游、产业带民富

的乡村振兴新图景正在徐徐展

开。②4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范亚康 刘

剑飞）“你们来得真是太及时了，这下

我终于知道麦田该咋管理了。”3月 25
日，听完县农技服务中心组织的春季

麦田管理技术培训的西峡县丁河镇木

寨村小麦种植户于根阳兴奋地说。

当天，西峡县农业技术服务中心、

农机技术中心等单位组成联合服务

组，深入到丁河镇、丹水镇等小麦主产

区，在田间地头开展春季麦田管理技

术培训，受到群众一致好评。

西峡县不断强化粮食安全意识，

加强农业生产服务供给，坚持一手抓

农业技术服务，一手抓农业机械服务，

强化春季麦田管理，夯实丰收根基。

截至目前，西峡县共出动宣传车辆 30
余台次，发放技术小册子 500余本，印

发技术宣传彩页 3000余张，举办培训

10多场次，参训农民 1800余人次。

在做好农业技术服务的同时，西

峡县的农业机械服务也紧随其后。县

农机技术中心及早行动，周密部署，春

节过后就抽调技术人员组成“农机服

务小分队”，深入全县农机合作社、农

机大户家中，开展上门检修服务。目

前，“农机服务小分队”已完成拖拉机

检修 1238台，各种配套机具 350台，为

春耕春管、夏播打下了良好基础。②4

西峡县：“农技+农机”夯实丰收根基

春 耕 春 管 进 行 时春 耕 春 管 进 行 时

宛快评宛快评今今

百 名 记 者 走 基 层

樱 桃 沟 里 百 果 香

市民在百花百果园里采摘草莓。 本报记者 郝春城 摄

（上接01版）近年来，我市加快农业强市建设

步伐，扎实推进种业振兴，打造新质生产力核

心策源地，以一流水平布局建设生物育种、种

质资源、智慧农业等研发平台，优质小麦新品

种不断涌现。我市依托邓州全国杂交小麦育

种创新基地、唐河良种繁育基地和牧原集团、

想念集团等农业龙头企业，开展种源关键技

术集中攻关和良种联合攻关，加大本地优良

品种培育力度，努力培育出一批高产、优质、

绿色、高效的好品种。

成果转化“落地生金”

建设农业强市，利器在科技，关键在创

新。以科技创新引领农业全面振兴，要把企

业作为科技成果转化核心载体，不断提升科

技成果落地转化率。

在位于桐柏县产业集聚区的谯仕彦院士

生物科技产业园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园区内

办公大楼已建成封顶，1 号厂房设备基础建

设已大部分完工，其他配套项目正有条不紊

建设中。

“该园区于 2022年 7月开工建设，总建筑

面积 6 万余平方米，以研发和转化高端生物

技术成果为主要目的，是集生物科技领域高

新技术产品研究、开发、生产、应用和推广为

一体的产业集群。谯仕彦院士研发的酵母培

养物、后生元、小品种氨基酸等项目将在这里

落地，进行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一期建成投

产后，可实现年产 5000 吨后生元和 2 万吨酵

母培养物，预计年产值 5亿元，创造税收 5000

万元，新增就业 100余人。”项目负责人、沃丰

德（南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孟铁庄介

绍说。

走进沃丰德（南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谯

仕彦院士工作站，工作人员在实验室内有条

不紊地开展研发工作，为项目一期投产做准

备。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高级工程师薛新升

已驻站 1 个多月，此次主要是实时监测设备

工艺路线是否按设计运行，并及时予以调整，

确保一期产品顺利落地。

据介绍，该项目研发生产的生物科技产

品主要用于饲料加工企业和动物、水产养殖

企业，能够增强动物免疫力，减少动物对粮食

饲料的需求，进而达到减量替代且不降低动

物生产性能的效果，符合国家调整优化饲料

配方结构、保障粮食安全的政策导向，市场前

景广阔，将促成一批生物科技领域的高新技

术研发成果在桐柏转化投产，孵化一批生物

制药、农副产品深加工、大健康产品企业在桐

柏“出壳”，为当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贡献

力量。

目前，我市已与中国农大、北京农林科学

院等建立交流合作关系，相继建成刘仲华院

士“三茶”统筹实践工作基地、谯仕彦院士生

物科技产业园、想念集团许为钢院士工作站

等。

在做强科技支撑方面，我市聚焦发展需

求和“卡脖子”环节，加快推进农机装备创

新应用，健全完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积极

建设高水平创新联合体，大力发展“智慧农

业”，努力培养一批农业科技领军人才、优

秀青年科技创新人才和高素质农民，推动产

学研、农科教深度融合，支撑农业提质提

效。

从“会种地”到“智慧种地”，农业发展已

经进入机械化、智慧型新阶段，越来越多的高

素质新农人投身农业、投入粮食生产，使农业

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粮食安全更有保障；从

科研院所、创新团队到高能级企业，各界力量

共同开展育种联合攻关，打造新时代更高水

平的“中州粮仓”。

“藏粮于技”动能无限

建设农业强国，基本要求是实现农业现

代化。科技是加快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源。

在淅川县厚坡镇现代农业产业园，工作

人员正在进行“一喷三防”春季管理作业，

伴随着“轰隆隆”的作业声，6 台自走式植

保机穿梭于绿色麦田里，智能高效植保无人

机在麦田上空展翅飞翔，喷洒雾化环保农

药，一会儿工夫，就完成了一轮作业，比人

工喷洒均匀，覆盖率高、效果好。

在镇平县贾宋镇下户杨村的麦田里，连

片的小麦已进入拔节期，长势正旺。种粮大

户王学华正组织多台自走式植保机和无人机

对小麦实施药物喷洒。“我今年种了 800 多

亩小麦，这两天主要预防小麦纹枯病、茎基

腐病、蚜虫，再打一些补充营养的药，这自

走式植保机喷洒药物均匀、效率高，这几台

机器同时进行，半天就打完了。”王学华乐

呵呵地说。

据介绍，我市已初步建成“智慧农机”

信息服务平台，全市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

机械化率达到 88.4%，成功创建全国整建制

率先基本实现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

范市；全市已普遍建立起“县级专家+区域

站技术员+试验示范基地+科技示范户”的

县乡村三级农技推广服务模式。

发展新质生产力不能为新而新，而要瞄

准产业所需。对农业而言，最大的硬道理就

是让 14亿多人吃饱吃好。“农业新质生产力

与各领域新质生产力融合互动、耦合共生，

不可能孤军独进。新发展阶段，如能趁势而

起、顺势而为，加快形成农业新质生产力，

将极大改变农业的面貌。”袁璋认为。

科技应用助力农业创新升级，只是推动

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还有更多“藏

粮于技”的鲜活实践，正在南阳这片广袤大

地上发生着。

在市林科院月季种质资源库，新引进的

云南鲜切玫瑰正在育种中，该品种的培育成

功，将加快推进月季深加工应用，助推月季

产业的延链补链。该院月季研究所所长、高

级工程师魏亚平告诉记者，该所以科技服务

产业为宗旨，选育“藤彩虹”等 7个省月季

良种，推广至全国 20 多个省份，每年的推

广量在 2000 多万株；全面调查收集国内外

月季、蔷薇、玫瑰优良种质，目前已收集引

种月季种质 1031 份，极大地丰富了种质资

源库种群数；在种质创制、良种选育等方面

持续创新，设置杂交育种组合 2000 余个，

杂交花朵 3 万余朵，培育杂交子代 2000 余

个，申报国家新品种 7个，今年已申报待批

的国家新品种 5个，有效助推月季科研创新

和产业高质量发展。

聚焦建设农业强市，我市深入推进乡村

振兴战略，学习推广“千万工程”经验，强

化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加快推动农业农村

现代化。

—— 创 新 发 展 特 色 产 业 ， 以 壮 大 花 、

药、果、菌、茶“五特”经济为重点，持续

实施月季、艾草产业倍增计划，积极发展设

施农业，加快建设一批植物工厂、畜禽立体

养殖设施，高标准打造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沿

线高效生态农业经济带，以新动能新产业不

断催生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将其转

化为助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以实施新一轮粮食产能提升行动为

契机，坚持稳面积、增单产两手发力，强化

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

持续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全面推进良田、

良种、良法、良机、良制配套，大力推广

“吨粮田”“吨半田”集成技术，力争新建成

高标准农田 17 万亩以上，同步规划建设一

批高标准农田示范区，确保粮食产量稳定在

140亿斤左右，坚决扛稳粮食安全重任。

在全面建设农业强市的征途中，我市正

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深入实施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加速形成农业新

质生产力，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强化农业科

技和装备支撑，争当现代农业排头兵，让更多

创新密码充盈“中州粮仓”。②13

“ 中 州 粮 仓 ”盛 满“ 创 新 密 码 ”

（上接01版） 探索设立融“政

产学研金服用”等要素为一体

的创新创业共同体。

从 更 大 的 视 角 来 看 ， 以

新 质 生 产 力 引 领 农 业 ， 目 的

是 推 动 农 业 农 村 农 民 全 面 发

展 。 南 阳 要 加 快 打 造 农 业 新

质 生 产 力 策 源 地 ， 在 育 种 技

术 、 农 机 具 研 发 、 成 果 转 化

等 领 域 持 续 发 力 ， 加 强 现 代

农 业 科 技 推 广 应 用 和 技 术 培

训 。 要 发 挥 政 府 投 资 的 “ 四

两 拨 千 斤 ” 效 应 ， 加 大 对 农

业 创 新 技 术 产 业 化 项 目 的 投

入 ， 加 快 放 大 农 业 新 技 术 产

业 化 效 能 。 要 找 准 农 业 新 质

生 产 力 在 农 业 产 业 中 的 着 力

点 ， 助 力 现 代 农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 加 快 推 动 南阳由农业大

市向农业强市转变。②13

提升农业发展向“新”力

南召县推进“林+N”特色产业经营模式

生态产品成为富民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