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农业农村局

真抓实干，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
记者 付永奇 通讯员 娄鹏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周口大地
在新时代的曙光中焕发出勃勃生机。

2024 年，周口市农业农村局在市
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三农 ”工作的重
要论述，全面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农
村工作会议精神，锚定乡村全面振兴
的目标，积极落实“123710”工作部署，
全力开展率先建成农业强市“七个专
项行动”，以坚定的步伐、创新的思维
和务实的作风，在稳中求进中积蓄力
量，在提质增效中砥砺前行。 粮食生
产再获丰收， 农业经济稳中向好，乡
村建设扎实推进 ， 产业活力持续释
放，农民收入稳步增长 ，一幅充满希
望与活力的农业更强、 农村更美、农
民更富的壮丽画卷在周口大地徐徐

展开。

农业强起来：
稳产保供筑牢根基

2024 年，在广袤的田野上 ，我市
粮食生产再次交出一份亮眼的成绩

单。 全年粮食播种面积 2066.59 万亩，
总产 183.7 亿斤，连续 7 年稳定在 180
亿斤以上，稳居全省第一位。 其中，夏
粮单产、 总产均实现恢复性增长，播
种面积 1100.14 万亩， 单产 501.27 公
斤/亩 ， 比上年增长 8.58% ； 总产
110.29 亿斤，比上年增长 8.43%。

“菜篮子”工程稳中向好。2024年，
全市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1209.94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 4%，增速
位居全省第三 。 畜牧业生产保持稳
定，全市生猪出栏保持稳定 ，猪牛羊
禽肉产量稳步增长。 蔬菜瓜果供应充
足，全市蔬菜及食用菌产量 1230.33万
吨，增长 3.7%；瓜果类产量 366.62 万
吨，增长 2.7%。

农田设施持续改善。 新谋划实施
的 30 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和 31.9
万亩增发国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稳步推进 ，2024 年完成主体工程建
设。 全域打造沟渠连通体系，规划“三
沟四渠”2.13 万公里，连通及新开挖沟
渠 1.77 万公里，全市已连通沟渠 1.11
万公里，初步打通了骨干渠道与田间
渠系梗阻， 构建了从水源到田间、从
供水到用水、从取水到排水相协调的
灌排工程体系。

产业发展提质增效。 深入开展市
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三年行动，全
市获批创建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1
个、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9 个 ，认定
市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40 个，带动 120
多万户农民增收致富。 打造国家级优
势特色产业集群 2 个、农业产业强镇
15 个、“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24 个。 全
市规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达 620 家，培
育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9
家、省重点龙头企业 79 家、市重点龙
头企业 134 家。

产品竞争力持续提升。 全市拥有
有效期内绿色食品 223 个、 地理标志
农产品 8 个、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60
个， 有 36 家企业的 60 个产品入选河
南省首批“豫农优品 ”商标及标识使
用人名录，建成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
准化生产基地 4 个，面积 177 万亩。商
水肉鸽、西华鸡肉 、太康食用菌等一
批新的“周字号”农副产品正在进入
国人厨房、世人餐桌。

种业创新蓬勃发展。 先后育成省

级以上审定农作物新品种 101 个，其
中， 周麦 22 号创国内千亩高产示范
方实收最高亩产纪录，连续 3 年成为
省内第一大、 全国第二大推广品种；
周麦 36 号创小麦单品种成果转化最
高纪录，连续 3 年被农业农村部推举
为全国十大推广品种之一。 小麦良种
繁殖田常年稳定在 50 万亩左右 ，年
产种子 5 亿斤。 加强畜禽种质生产基
地建设，累计培育种畜禽生产企业 55
个，其中，国家级核心育种场 3 个、省
级核心育种场 2 个，项城猪被列为河
南省一级畜禽保护品种。

农村美起来：
绘就宜居宜业新图景

走进我市的乡村，一条条干净整
洁的村道，一排排错落有致的农家小
院， 一片片绿意盎然的田园风光，让
人仿佛置身于一幅美丽的画卷。

2024 年，市农业农村局以农村美
为目标， 统筹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农
村改革、生态建设 、乡风文明建设等
工作，让乡村成为农民幸福生活的美
好家园。

人居环境更靓。 持续开展垃圾、
污水、户厕“三大革命 ”，完善市 、县 、
乡、村四级监督考核体系 ，全市农村
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 全市需编制
3704 个村庄规划，已启动 3221 个，已
形成初步成果 2266 个。 全市已新建、
改建农村公路 1164.324 公里、农村桥
梁 89 座 2102 米。

合力开展“七个专项行动”，累计
建成投用县级综合物流园 9 个、商贸
中心 10 个，乡镇配送站 161 个，村级
快递服务点 4344 个、 便民商店 4382
个，培育电商村 713 个；新建、改扩建
农村学校 25 所（新建 3 所，改扩建 22
所），新增学位 16630 个，增加建筑面
积 128556 平方米；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县域内参保率稳定在 96%以上。 加压
推进人居环境整治 ， 全市累计完成
172 个村庄生活污水治理任务、71 条
省级监管农村黑臭水体和 107 条国家
监管农村黑臭水体治理任务，超额完
成省定目标。 按照 2‰及以上的标准
建立村庄保洁队伍，累计改造无害化
卫生厕所 7336 户，规划 9 个垃圾焚烧
发电项目。 2024 年 5 月 20 日，全省学
习运用“千万工程 ”经验建设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 （豫南平原片区 ）现场会
在我市成功召开。

改革步伐更稳。 抓好农村集体经
济监管和培育， 完成 2023 年度集体
资产年度清查，共清查核实集体资产
229.93 亿元，比 2022 年增长 3.4%，村
均资产 462.64 万元 ； 集体经营性资
产总额 39.40 亿元，村均 79.27 万元，
占 总 资 产 的 17.13% ， 同 比 增 长
5.11%，债务同比减少 7.06%。强化村
集体 “三资”监管，目前，全市全国平
台财务系统建账村共 4970 个， 完成
会计初始化村 4970 个。 稳慎推进农
村宅基地改革，全市 13 个县（市、区）
189 个乡镇 （街道 ）建立农村宅基地
规划建设委员会并设立审批窗口 ，
4816 个村（社区）明确农村宅基地协
管 员 ，2024 年 ， 累 计 审 批 宅 基 地
11265 宗。 抓好农村新型经营主体培
育，全市新培育发展规模经营户及家
庭农场 3477 家， 新培育发展农民专
业合作社 1219 家。

生态环境更优。 我市农作物秸秆
综合利用率超 94%， 建成农药包装废
弃物回收站（点）4359 个，试点县农药
包装废弃物回收率超 80%， 化肥利用
率达 41.2%， 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
率达 91%， 主要粮食作物病虫害绿色
防控覆盖率达 54.1%， 畜禽粪污综合
利用率达 92.24%。

乡风文明更新。 通过周口“三农”
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发布《抵制陈规陋
习 推进移风易俗倡议书》， 联合市委
宣传部等部门印发《关于纠治陈规陋
习推进移风易俗的通知》， 形成一批
以淮阳区夏楼村幸福家园综合体、沈
丘县潘董庄行政村 “两堂三中心 ”为
代表的幸福家园综合体，全市乡镇覆
盖率达 100%。

安全底线更牢。 加强农产品质量
安全日常监管， 全市农产品质量监测
合格率稳定在 98%左右， 有效保证了
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严格打击涉
农违法行为， 全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
队伍重点围绕农业安全生产和农业投

入品源头治理， 全年共出动执法人员
1.75 万人次， 检查生产经营主体 1 万
余家，办理执法案件 473 件，移交司法
机关 5 件，调处涉农纠纷 177 起，罚款
金额为 307万元，吊销许可证照 1个。

农民富起来：
幸福生活节节高

“日子越过越红火 ！ ”这是农民
最常说的一句话。 2024 年，市农业农
村局以农民增收为核心 ， 通过拓宽
增收渠道、改善生活条件 、盘活帮扶
产业，让农民的腰包鼓起来 ，生活更
美好。

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不断拓宽。 统
筹推进“人人持证 、技能河南 ”建设 、
高素质农民培训，圆满完成 5438 人培
训任务。 全市脱贫人口（监测对象）务
工规模达 31.1 万人 ， 超额完成省定
28.6 万人的目标任务； 新增脱贫人口
持证人数 17032 人， 完成目标任务的
101.82%。

脱贫人口生活条件切实改善。 扛
牢“五级书记”责任，落实“四个不摘”
要求，坚持“四项机制”，动态推进“十
个清零”，全年新识别监测对象 888 户
3495 人， 监测对象新标注风险消除
2254 户 8543 人， 脱贫人口务工规模
稳定在 31 万人以上。 全市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达 7.4%，高于全
省 1 个百分点，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
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

帮扶产业项目有效盘活。 扎实开
展“四个一批”行动，针对全市排查出
的 2692 个巩固类项目、333 个升级类
项目、35 个盘活类项目， 加强帮扶产
业分类指导并做好动态监测，推动帮
扶产业提质增效、可持续发展。 全市
678 个就业帮扶车间带动就业 1.91 万
人 ，其中 ，脱贫人口 0.46 万人 ，占比
23.56%。 发挥全市“1+N 省际劳务协
作联盟”及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带动
作用 ， 促进脱贫人口规模化外出务
工、就地就近就业。

回首 2024 年，市农业农村局在乡
村振兴的征程中砥砺奋进，用汗水浇
灌希望，以实干铸就辉煌。 展望未来，
周口大地将在乡村振兴的号角声中

焕发出更加夺目的光彩，书写出更加
壮丽的篇章！

在在全全面面推推进进乡乡村村振振兴兴中中率率先先建建成成农农业业强强市市
市农业科学院

科学育种，助推农业高质高效发展
记者 付永奇 通讯员 邢永锋

在周口这片广袤无垠的黄淮平

原上， 周口市农业科学院犹如一颗
璀璨的明珠， 闪耀着科技创新的光
芒。 2024 年，是周口市农业科学院极
不平凡的一年。 这一年，该院全体人
员以坚定的信念、 饱满的热情和扎
实的工作， 在农业科技创新的征程
中砥砺前行，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
绩。 展望 2025 年，他们又将踏上新
的征程，向着更高的目标迈进。

回顾 2024 年：
成绩斐然，铸就辉煌

2024 年，市农业科学院在市委、
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

会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
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
率先建成农业强市、 加快建设农业
强省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党建引领焕发新气象

党的建设全面加强， 扎实开展
党纪学习教育， 推动党员学纪知纪
明纪守纪，建强战斗堡垒，牢牢掌握
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 人才队伍逐
步壮大，4 人被认定为周口市第三批
高层次人才，3 人晋升高级职称，新
招入博士研究生 1 人、硕士研究生 6
人。 精神文明建设稳步推进，以创建
省级文明单位为抓手， 为建设一流
农科院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

保障。
这一年， 市农业科学院的党建

工作如春风化雨， 滋润着每一位科
研人员的心田。 党纪学习教育让党
员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 ，
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不断增

强。 新招入的高层次人才如同新鲜
的血液注入科研队伍， 为农业科技
创新注入了新的活力。 他们怀揣着
对农业科研事业的热爱， 扎根在这
片希望的田野， 用青春和汗水书写
着属于自己的华章。

（二）科技创新实现新突破

育种创新步伐加快，7 个农作物
新品种通过审定，其中，周麦 48 号、
周麦 49 号、 周豆 32 号通过国家审

定。 后备品系表现良好，36 个“周字
号”苗头新品系参加国家和河南省
区域试验。 科技成果亮点频现，获市
（厅）级以上科技成果奖 6 项 、植物
新品种权 1 项、实用新型专利 1 项，
发表论文 23 篇，出版著作 2 部。

市农业科学院的科研人员如同

辛勤的园丁， 精心培育着每一粒种
子， 期待它们在广袤的田野上凝结
成丰收的硕果。周麦 49号，这个黄淮
麦区的明星品种，以其单产超 900 公
斤的潜力，成为无数农民心中的“金
种子”。 在商丘市虞城县的百亩示范
方中 ， 周麦 49 号实打验收亩产达
954.5公斤，这一数字背后，是科研人
员无数个日夜的坚守与付出。 他们
穿梭在麦田间，观察、记录、分析，只
为培育出更优质、更高产的品种。 这
些成果不仅为周口市的粮食生产提

供了强大的科技支撑， 也为全省乃
至全国的农业发展树立了榜样。

（三）平台建设取得新进展

新申请并获得市级研发联合基

金项目 2 项、技术转移后补助项目 1
项，新申报省级科技攻关（联合基金
项目）项目 4 项。 承担的国家和河南
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等平台建

设、 河南省重大科技专项项目进展
良好。 院士工作站考核荣获优秀等
级，获得资金奖励。

市农业科学院的平台建设 ，如
同搭建起一座座通往未来的桥梁 。
院士工作站的优秀表现， 为科研人
员提供了与顶尖科学家交流合作的

机会， 新申报的各类项目为科技创
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这些平
台和项目如同璀璨的星辰， 照亮了
农业科研的前行之路， 让更多的科
技成果从实验室走进田间地头 ，造
福于民。

（四）服务“三农”展现新作为

成果转化有力推动， 示范推广
深入开展，在多地建立小麦、大豆 、
花生等高产示范方， 辐射带动黄淮
麦区小麦丰产丰收。 科技服务扎实
有效，举办技术培训会 23 次 ，开展
科技服务 105 次 ， 发放技术资料
2300 余份。

市农业科学院始终将服务 “三

农”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科
研人员不仅在实验室里钻研技术 ，
还将科技成果送到农民手中。 在周
口、商丘、郑州、鹤壁及安徽、江苏等
地， 他们建立了多个小麦高产示范
方 ，其中 ，周麦 49 号 、周豆 25 号的
示范推广效果尤为显著。 这些示范
方不仅提高了当地的粮食产量 ，还
带动了周边地区的农业发展， 为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 。
他们举办的技术培训会， 如同一场
场及时雨， 让农民掌握了最新的种
植技术；他们发放的技术资料，如同
一盏盏明灯， 照亮了农民增收致富
的道路。

展望 2025 年：
砥砺前行，再创佳绩

强化党建引领。 市农业科学院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落实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巩固深化
党纪学习教育成果， 严肃党内政治
生活，推进党建工作规范化，以高质
量党建引领农业高质量发展。

持续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在种
质资源创新、 新品种选育等方面下
大功夫，强化分子育种、基因编辑等
育种新技术、新手段的应用，保持周
麦、周豆育种创新国内先进水平。 加
大绿色抗锈耐热玉米、高油酸花生、
宜机收抗除草剂芝麻等主要农作物

育种创新力度。
加速科技成果转化。 积极参与

河南周口国家农高区建设， 建立农
业新技术展示窗口、 优质农作物生
产示范基地和种子繁育基地。 做好
周麦 50、周豆 45 等新品种的成果转
化工作， 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
产力。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在人才培
养、科技创新等方面，与中国农大 、
中国农科院等高校和科研院所加强

交流合作，引进高层次人才，优化人
才队伍结构。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 2025 年，
市农业科学院将继续秉持初心 ，砥
砺前行，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更加饱
满的热情、更加扎实的工作，为农业
强市建设、 农业强省建设贡献更多
智慧和力量， 书写农业科技创新的
壮丽篇章。

中原农险周口市分公司

金融赋能，谱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记者 付永奇 通讯员 刘文博

2024 年， 中原农险周口市分公
司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 ，
深入践行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与人民

性，全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周口
农业强市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注入强

劲动力。
在过去的一年中， 中原农险周

口市分公司发展态势稳健， 全年保
费收入 6.66 亿元， 其中， 农险保费
5.46 亿元，商险保费 1.19 亿元。 公司
累计承保小麦 、 玉米等大宗作物
1183.14 万亩， 生猪 394.89 万头，特
色农作物 43.1 万亩， 提供风险保障
金额高达 1823.89 亿元。 全年累计赔
付金额 4.19 亿元，缴纳税款 1405.43
万元。 公司凭借 13.07%的市场份额，
位居全行业第二位， 农业保险保费
占全市的 37.27%， 市场首位度进一
步凸显。

特别是在 2024 年 7 月， 周口市
面临复杂严峻的防汛抗旱形势 ，先

旱后涝、 旱涝急转， 降雨极端性突
出，给农作物生长带来巨大挑战。 在
这紧要关头， 中原农险周口市分公
司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

场，闻汛而动，深入基层，据实理赔，
全力保障种粮农户收益。 公司共受
理全市 9 个县（市、区）案件 5391 件，
支付赔款 1.53 亿元， 以实际行动展
现了国企的责任与担当。

在服务乡村振兴方面，中原农险
周口市分公司以“百县千乡万村”工
程为抓手，创新性制定“一个中心、两
个基本点、三个试点县、四大行辅助、
五条工作思路、 六个一工作机制”的
具体工作方法，全面助力村集体经济
增收。截至目前，公司已落地 90个村
集体帮扶项目，累计助力村集体经济
增收 382 万元。 同时，公司还创新特
色农险 3 个， 链接托管组织 4 个、面
粉收储企业 4 家、粮食经纪人 18 人、
农资销售机构 9 个、 合作银行 6 家，

为“五星”支部创建和村集体经济收
入增加提供了有力支持。

特色保险业务方面， 中原农险
周口市分公司立足当地实际， 精准
服务特色种植养殖业， 推动商水全
国首单北海道黄杨树（灌木）商业林
碳汇指数保险、 淮阳全国首单观赏
荷花保险，以及淮阳区、扶沟县花生
“保险+期货”价格险顺利落地，累计
提供风险保障资金 4.05 亿元。 这些
创新险种不仅有效应对了价格波

动，挽回了群众损失，还进一步提升
了群众的种植积极性， 为周口从农
业大市向农业强市跨越发展提供了

有力保障。
中原农险周口市分公司负责

人表示 ，未来 ，公司将继续发挥金
融“助推器”和“减震器”作用 ，以更
优质的服务 、更创新的举措 ，助力
周口农业高质量发展 ，为乡村振兴
贡献更多力量。

商水县高标准农田麦收现场。 记者 付永奇 摄

河河南南周周口口国国家家农农高高区区麦麦收收现现场场。。 记者 付永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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