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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标准”促农产品走俏
——“食博十五年”系列报道之五

标准是标杆
万亩良田显示范效应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

建成软硬条件兼备建成软硬条件兼备、、亩产吨粮的高标准粮田示范方亩产吨粮的高标准粮田示范方3030个个；；先后制定先后制定6666项地方农业标准项地方农业标准，，全市全市““三品一标三品一标”（”（无公害无公害
农产品农产品、、绿色食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有机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产品总数认证产品总数4848个个；；建成省建成省、、市标准化示范基地市标准化示范基地3131个个，，全市无公害全市无公害
农产品基地标准化覆盖率达到农产品基地标准化覆盖率达到9595%%以上……以上……

一系列数字表明一系列数字表明，“，“漯河标准漯河标准””已成为我市农业品牌已成为我市农业品牌、、食品名城的一个重要标志食品名城的一个重要标志，，许多特色农产品许多特色农产品、、漯河食品走俏中原漯河食品走俏中原。。

5月11日上午10点多，在市城乡一
体化示范区姬石镇韩庄村的一个大型现
代农业示范园区里，一群工人正在大棚
里采摘鲜桃。“这种黄冠油桃是去年刚
刚通过无公害农产品认证的一个特色产
品，今年已进入盛果期。”市农产品质
量检测中心的工作人员李卫华告诉记
者。记者看到，在一个个白色大棚里，
一株株桃树绿叶红果，煞是好看。“现
在产品销售到周口、驻马店等多个周边
地市，每天的产量在4000斤左右。”该
农业示范园区负责人告诉记者。

来自周口的水果批发商周建伟告诉
记者，这是他第三次来这个基地，每次
都要批发2000斤油桃。“有多少俺就要
多少，2000斤在周口的超市一天就能卖
完。”周建伟说，这种油桃上市早、品
相好，又是无公害农产品，很受欢迎。

“标准化就是我们产品的竞争力。”
该基地负责人告诉记者，该基地严格按
照农业部制定的无公害油桃标准进行
种植，大量使用有机肥，用沼液沼渣进
行水肥一体化滴灌，大量使用物理防
治、生物防治。该基地和双汇进行战略

合作，在基地下面铺设水肥灌溉管网，
生物有机肥的使用比例达到 50%以上。

“这种油桃的口感特别好，无毒无公
害，正是依靠大量有机肥的灌溉，才能
结出这样的果实。”这名负责人指着一
个高高的罐子告诉记者，上面的阀门一
打开，沼液就顺着管道流进油桃大棚，
省去不少人工。

记者了解到，这个基地已经基本实
现全面标准化，新西兰毛桃、翠香猕猴
桃、黄冠油桃均已被农业部认证为“无
公害农产品”。

5月10日上午，在郾城区西大坡10
万亩高标准粮田里，种粮大户们正在一
个示范站里听该区农技人员现场讲解。

“我流转的200多亩地都在西大坡。”种
粮大户杨付安说，“你看这儿修的路，
还有浇地设施，很现代化。今年夏粮一
亩收个1200斤应该不成问题！”

2012 年起，我市以创建粮食优质
高产示范市为目标，全面实施高标准粮
田“百千万”建设工程，规划到 2020
年建成170万亩“田地平整肥沃、排灌
设施完善、农机装备齐全、技术集成到
位、优质高产高效、绿色生态安全”的
高标准永久性粮田。通过整合各类涉农
资金、统筹推进田间工程建设、加快科
技创新和技术跟进，目前全市已累计建
成高标准粮田113.11万亩。

如今，郾城、临颍高标准粮田示范
方，舞阳县泥河洼 16 万亩示范方，在
全市农业生产中的示范带动作用已充分
凸显。高标准粮田建设正在推动全市农
业生产向规模化、产业化发展。我市通
过加大政策扶持、健全流转服务体系
等，鼓励专业合作社、种粮大户、家庭
农场为主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流转土
地，初步形成了“龙头企业+合作社+
专业大户”的利益联结机制。目前，全
市农民合作社 3234 家，土地流转面积
141.1万亩，为推动全市高标准粮田实
现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集约化经
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据市农业局专家陈庆来介绍，我市
万亩示范方超吨粮的比例高达 100%。
统一品种、统一播期播量、统一测土配
方施肥、统一病虫害防治、统一技术培
训、统一机械化作业，示范方实行的

“六统一”模式，有效整合国土、水
利、农业、发改、交通等部门的农田建
设项目资源，让高标准粮田示范方里
水、电、路、林、沟、渠、井等农田基
础设施建设有了明显改善，形成了“田
成方、林成网、路相通、渠相连、旱能
浇、涝能排”的农业生产格局。

而在高标准粮田建设中，我市把农
业气象科技示范园、苗情监测仪、农机
合作社和农业技术推广区域站优先向高
标准粮田项目区倾斜，并在高标准粮田
项目内实施飞机喷药统防统治病虫害，
逐步实现了人工防治病虫害向机防病虫
害的大转变。市、县（区）涉农部门的
技术力量也重新整合，并成立了“漯河
市高标准粮田建设专家指导组”，不定
期对基层和示范区进行技术指导。实施

“千名科技人员包千村科技服务行动”，
在粮食生产的关键时期，组织技术人员
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和服务，
把新技术推广到田间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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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上午9点多，河南绿汇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葡萄基地里，几名工
人正忙着把一些葡萄幼果剪下。“这么
好的果实剪下来不是可惜了？”记者问。

“这是为了保障葡萄果实的质量和
口感，必须去掉一些幼果。”该基地农
技师卜志安向记者解释。

白色大棚使用了避雨栽培的技术，
一道道黑色的水管使用了滴管技术，

“V”字形葡萄架利用了通风效应……

在该农业公司的葡萄基地里，每个细节
无不运用了标准化技术。“我们统一使
用控产技术，每亩地只有普通葡萄产量
的四分之一，控制在 1600 斤以内，保
证葡萄的质量是普通葡萄的 4 倍。”卜
志安告诉记者，去年他们的葡萄通过了
绿色认证，正式成为绿色食品。

记者了解到，该公司的葡萄品种连
续多年在全市举办的优质葡萄评鉴大赛
上获得一等奖，甚至特等奖。“我们的

‘巨玫瑰’和‘金手指’这两个品种获
得全省优质葡萄大赛的一等奖，给咱们
漯河的葡萄争了光。”卜志安说。

去年，该公司和上海交通大学合
作，建成了葡萄小麦套种技术示范基
地。“现在我们的葡萄每斤卖到30元左
右。”卜志安告诉记者，虽然这两年漯
河本地种植葡萄的基地越来越多，每到
葡萄丰收时节总会遇到销售难题，可他
们一点都不担心，反而成为行业翘楚。

□文/图 本报记者 张晓甫

“漯河制造”变“漯河创造”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
2014年，我市成为全国首家农业综

合标准化示范市。记者获悉，目前我市
共整理、推广各类农业标准238项，其
中国家标准56项、行业标准86项、河
南地方标准30项、漯河地方标准66项。

在创建农产品标准体系方面，我市
先后建成小麦、玉米、生猪等8个农产
品标准体系，建成各类标准化示范区127
个；全市无公害生产标准化覆盖率达到
90%以上。我市企业产品标准覆盖率已
达100%，主要工业产品采标率达70%以
上。率先在全省行政服务和医疗行业开

展“服务标准化示范单位”创建活动，现
有国家级“服务标准化示范单位”1家、省
级“服务标准化示范单位”7家。

为确保全市食品产业持续健康发
展，我市注重源头治理，从种植业、养
殖业、生产加工业等领域的标准制订入
手，全面推进标准化工作。通过实施示
范带动战略和农企互动战略，健全合力
推进机制、目标管理机制、人才保障机
制，完善农业标准体系、农业标准检测
体系、农业标准化评价体系、农业标准
化信息服务体系，全面加强对标准化工

作的领导和推进。依托双汇集团等畜产
品加工龙头企业，实施“双汇产业化工
程”，大力发展以生猪规模养殖为主的
养殖标准化示范区建设；依托南街村集
团等一批粮食加工龙头企业，建设以优
质小麦、玉米为主的优质粮食种植标准
化示范区；依托龙云集团等蔬菜加工企
业，建设以无公害蔬菜生产为主的蔬菜
种植标准化示范区。

以质取胜是发展的必然选择，标准
化是漯河质量的第一道防线。越来越多
的“漯河创造”走出沙澧，走向全国。

在一个大型葡萄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在疏果。 在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的一个园区，油桃长势喜人。

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 标准促进发展 特色产品不愁销

标准是竞争力 人有我更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