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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墨重彩谱华章
———周口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走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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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熟，天下足。 6 月，骄阳似火，把豫东大地淬炼成了金色。
一幅以金灿灿的麦田为底色的巨幅丰收画卷，从被誉为“中原粮仓”的周口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简称周口国家农高区）晕染开来，把 16.7 万

平方公里的河南大地染成金色，与万里黄河相映成辉，成为神州大地最美的颜色。
“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上。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对于一以贯之重讲“三农”的河南来说，是如山的责任与使命。
周口国家农高区，汇聚农、高、科于一身，着力打造小麦全产业链创新发展引领区，坚持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应链，打造优质高效农产品生

产加工基地，培育一大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促进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彰显农业大市的责任与担当。

合力创建 填补周口没有国家级平台的空白
“农高区的创建， 填补了周口

没有国家级平台的空白，为周口高
质量跨越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

膀。”今年 5 月 31 日，由周口市委、
市政府主办 ，郸城县委 、县政府承
办的“创建周口国家农业高新技术
产业示范区小麦全产业链创新发

展研讨会 ”在郑州举办 ，市委书记
刘继标在大会致辞中铿锵有力地

说。
周口，羲皇故都，老子故里，有

着 6500 多年的灿烂文明史 ， 享有
“华夏先驱、九州圣迹”之美誉。

周口国家农高区位于周口东

部智圣鬼谷子王禅故里的郸城县

境内，地处黄淮平原腹地，高速、高
铁畅联通达， 民用航空蓄势待发，
沙颍河通江达海，打通了包括粮食
在内的 “豫货出海口 ”， 形成公 、
铁 、水 、空四位一体大交通网络体
系。以黄淮平原高质高效农业为建
设主题 ，以小麦为主导产业 ，着力

打造小麦产业创新发展引领区、黄
淮平原高质高效农业示范区、全国
乡村振兴典范区 。 园区规划面积
118 平方公里 ，分为核心区 （15 平
方公里 ）、现代农业示范区 （93 平
方公里 ）、科研试验区 （10 平方公
里 ）。 2013 年 10 月获批建设省级
农业科技园区 ，2015 年 12 月被科
技部批复建设 。 核心区 2016 年 6
月被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复设立为

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2018
年 3 月被列入国家开发区审核公
告目录 ，2019 年 11 月通过科技部
组织的第七批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验收。
其中，核心区是农副产品精深

加工、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集中区
域。现代农业示范区重点建设智慧
农业园、乡村振兴示范社区和小麦
玉米甘薯标准化生产基地。科研试
验区重点建设实验室、技术转移中
心、高等院所科研试验基地。 建设

周口国家农高区，有利于探索粮食
生产特别是小麦全产业发展道路，
打造人才高地 、创新高地 、产业高
地，吸引人才、资金、科技等要素集
聚，示范带动黄淮平原农业高质量
发展，为传统农区全面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提供可复制的样板。

为了集全省之力推进创建工

作 ，省政府专门出台 《河南省人民
政府关于推进周口国家农业高新

技术产业示范区建设的若干意

见 》，围绕科技引领 、产业集聚 、人
才支持 、对外开放 、体制机制等方
面 ， 对建设周口农高区提出了 26
项具体政策措施。 明确到 2025 年
年底，小麦全产业链创新发展的格
局基本成型，农业科技经济一体化
建设初步完成 ，带动全省 、服务全
国的示范引领作用全面提升。

蓝图已经绘就 ， 奋斗正当其
时。 看，这片土地镌刻了前行的印
记，扬起了奋进的风帆。

点粮成“金” 实现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
“满城文化半城水，内联外通达

江海”； 万顷麦浪如云涌， 点粮成
“金”正当时。

近年来， 周口市立足产粮大市
实际，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产
业发展为支撑， 以建设周口国家农
高区为抓手， 全力谱写农业高质量
发展的绚丽篇章。

良种繁育，从“芯”出发。作为全
国粮食生产先进市、 河南省第一产
粮大市，周口农耕文化悠久、农业资
源丰富， 常年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
2000 万亩以上，总产稳定在 180 亿
斤左右，享有“国家粮仓看河南，河
南粮仓看周口”的美誉。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 一粒种子
关系着国人饭碗安全。 农高区建有
周麦系列品种繁育推广基地， 自主
培育小麦品种 22 个，是全国第二大
小麦品种群， 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三等奖各 1 项。 其中，周口农
科院自主创制的小麦骨干新种质周

8425B，被全国 12 个省市、172 家育
种单位应用 ， 培育出小麦新品种
415 个，累计推广 6.61 亿亩，新增产
量 300 亿斤。周麦 18、周麦 22、周麦
36 等品种在黄淮平原推广面积超
过 3500 万亩以上。

粮食生产根本在耕地。 周口深
入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累

计建成高标准农田 800 万亩。 坚持
以种粮大户、农民合作社为主体，连
片种植优质小麦，全面推广物联网、
云计算、测土配方施肥、病虫害统防
统治等技术， 推动小麦生产管理过
程精准化、智能化，实现了从会种地
到“慧”种地的转变。 全市小麦面积
常年稳定在 1100 万亩、总产 110 亿
斤左右， 占全省的 1/7、 全国的 1/
24。其中，优质强筋小麦种植面积达
229.6 万亩， 订单种植 90%以上，是
全省优质强筋小麦生产第一大市，
为扛稳国家粮食安全重任作出了积

极贡献。
（下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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