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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三链同构”壮大产业集群
记者 张遥驼

近日，在河南正康粮油有限公司
生产车间，智能化榨油机有序运转，一
排排装瓶好的芝麻油正排队等待打
码、检测、贴标，一派繁忙景象。

“我们采用国内行业最先进的压
榨、浸出、精炼、灌装等自动化、智能化
生产工艺，日处理芝麻、花生原料600
多吨，年加工转化芝麻、花生 18万吨
以上，是目前全国最大的芝麻油加工
企业，将有力带动当地农业提质增
效。”河南正康粮油有限公司总经理付
威告诉记者。

粮头食尾，农头工尾。农业一直
被视为锁定在产业链前端的弱质产
业，却在农业大县遂平县找到了正确
的“打开方式”。

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遂平县立
足资源优势，紧握粮食生产这张王牌，
围绕粮食、油料精深加工产业延链补
链强链，引来龙头行业，做大产业集
群，带动农业“接二连三”，粮食产能变

为产业优势，让希望的田野里开出高
质量、高效益之花。

一个项目吸引另一个项目，一个
产业链接另一个产业。

距离正康粮油不远处的今麦郎
食品遂平产业园内，经过蒸煮、投
料、分装、封盖等程序后，包装好的
一箱箱方便面整齐装车，即将发往
全国各地。

“我们建设了新的生产线，用风干
机取代原来的油炸程序，一分钟能生
产330包方便面，产量足又健康，将满
足更多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今麦
郎食品遂平有限公司生产厂长钮方亮
介绍。

民以食为天，食品行业永远是朝
阳产业。聚焦做大做强农产品深加工
产业集群，遂平县持续延伸产业链、提
升价值链、打造供应链，用农产品加工
的“金钥匙”，开启食品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加速度”。

与此同时，中国（驻马店）国际农
产品加工产业园建设如火如荼，正按
照“全国一流、世界领先”的目标定位，
全力打造世界级高端农产品加工业竞
相投资布局的风向标，“总部”经济吸
引全国乃至全球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
快速集聚。

克明面业来了、“全球面王”五
得利来了、思念食品来了……越来
越多的食品加工龙头企业纷纷抢滩
加盟，不仅带动农业专业化、标准
化、集约化生产，更推动农产品加工
业全环节升级、全链条增值。如今，
遂平县农产品加工业共 148家，实现
年产值 250亿元以上，食品加工产业
集群成色十足。

推动“三链同构”，促进“三产融
合”。遂平县让农业产业链相加、价值
链相乘、供应链相通，粮食和农业优势
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胜势，正朝着更
加壮阔的新征程奋勇前行。③2

落实“藏粮于地”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
记者 张丽丽

火红的八月，汇聚着丰收的喜
悦，洋溢着幸福的气息。

在距离遂平县城不远的常庄镇
大兴村，一望无垠的田野里，生长着
色泽金黄的玉米、颗粒饱满的花生、
枝叶粗壮的大豆……

伴随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种粮
大户张加红来到自家田地里，查看土
壤的墒情。“最近一段时间旱得很，花
生到了生长关键期，浇水需要及时。”
张加红说着，站了起来，走向地头的
玻璃钢智能机井房。只见他用卡在
机井房上刷了一下，计量表开始启
动，连成片的花生地里，喷洒机具正
往外均匀地洒水。

“过去浇地，100 亩地雇佣 10多
个人，排管、抽水、浇地，需要三四
天。如今，只需要刷下卡，或者在手
机 APP 上点一下，就能轻松操作完
成。”张加红深有感触地说。

以前每到干旱季节，灌溉成了
张加红的烦心事。高标准农田建设
后，耕、种、管、收全程机械化让他信
心大增。成立了遂平县荣源种植专

业合作社，于 2020年流转土地 1000
多亩，主要种植小麦、玉米、花生、大
豆等农作物。“省时省力省钱、节水
节电节肥效果明显，我一个人就能
管理好这些农田，每亩还能增产 100
公斤，农业现代化让农民种地更有
奔头。”

大兴村高标准农田建设，是遂平
县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
生动实践。目前，遂平县共有耕地
103.64万亩，累计完成高标准农田建
设 70.75万亩。常庄镇规划的 5万亩
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和上蔡县5万亩高
标准农田项目区、西平县10万亩高标
准农田项目区集中连片，共同打造了
我市20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区，牢牢
扛稳国家粮食安全重任。

“慧”种地，“云”管理，给农业插
上腾飞的翅膀。在常庄镇建设的

“5G＋智慧农业”云平台控制室里，整
面墙的电子屏上，农田地理信息、智
能灌溉控制、农业植保监测、农业气
象监测、环境灾情预警等高标准农田
信息一目了然。

“‘5G+智慧农业’新模式，为农
机、农技、农艺管理团队做病虫害防
治决策提供精确数据支撑，为农民种
好粮提供科学依据。”常庄镇种粮大
户姚新领一边查看农田信息，一边在
手机上“下单”业务。他流转的 1000
多亩高标准农田里，玉米套种花生，
长势喜人，丰收在望。

良田配良技，增产又增效。遂平
县积极推广应用“5G+智慧农业”新
模式，提高农业全产业链信息化服务
水平，逐步提高粮食耕、种、管、收等
智能作业的精准度和覆盖率，粮食综
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

“强筋小麦主要供给克明面业、
今麦郎等加工企业，这一茬的玉米、
花生主要供给鸿展饲料厂、正康粮油
等加工企业，订单种植提升了农产品
附加值，让农民种地底气更足。”姚新
领说。

农产品加工，一头连着农业、农
村和农民，一头连着工业、城市和市
民。近年来，遂平县充分发挥农业资
源优势，以“粮头食尾”“农头工尾”为

抓手，着力做强农产品精深加工，打
造优质粮食品牌，不断提高产品附加
值，既稳住了粮仓，又富裕了农民。

地平整、土肥沃、旱能灌、涝能
排、路相通……走进大兴村，笔直平
坦的道路两侧，房屋鳞次栉比，花草
树木郁郁葱葱，不远处的田野里各种
农作物长势喜人，从无人看管的喷洒
机具里喷出来的水雾，在阳光下折射
出一道道彩虹。

眼下，一幅丰收的喜人画卷正徐
徐展开。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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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后到哪里散步？周末到哪里散
心？如果你问遂平县城的居民这样的问
题，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地回答：玉湖公园。
玉湖公园位于遂平县城南，经过治理已经
成为水体景观公园。近日，记者随“非凡十
年 出彩驻马店”集中采访团来到玉湖公园
采访，真切体会到心旷神怡的感觉。

记者来到遂平县行政服务中心附近的
玉带河南岸，河水清澈见底，白色的观景长
廊、彩色的健身步道让人赏心悦目，一些居
民正在悠闲地散步。遂平县在治理玉带河
时，结合历史人文，规划出琴棋书画四大功
能区域。琴棋书画，光听名字就给人以美
的感觉。这个地方属于琴的区域，有春夏
秋冬四季园。春园里樱花是主角，有十多
个品种，还有樱花广场和樱花步道。夏园
里主要种着紫薇花，还有竹林，竹林中的小
路曲径通幽。再往前，穿过三拱景观大桥
便是秋园，秋园是银杏和植树的天地。与
秋园隔河相望的是冬园，冬园里种着黑松
和梅花，并配有太湖石，远远望去，就像一
幅水墨画。

往前走，记者看到，一位老人指着河心
对小孙子说：“这个地方以前是泄洪道，后
来水量小了，慢慢变成了垃圾场，又脏又
臭。你看现在，这里多美啊。”记者向河中
望去，亲水叠石小桥显得文静又顽皮，一块
块石头就像一个个棋子。这个地方就是棋
的区域。再往前走就到了玉湖片区。玉湖
片区占地面积 47万平方米，水域面积 20
万平方米。玉湖东岸是模仿杭州西湖断桥
修建的圆形拱桥，北岸有码头、广场，南岸

是亲水栈道、亲水平台和水杉、垂柳，西岸是叠石景观、江南风格的长廊等，空
气清新，沁人心脾。记者看到，玉湖休闲广场里，一些中老年人正在跳广场
舞，还有几个人坐在广场边自拉自唱。记者进入玉湖公园，梯田花海里种的
全是绣球花。这种花的花期长达 4个月，游人不用担心错过花期。在叠石景
观前，记者看到，一块块巨石像叠罗汉一样雄视前方，石头之间点缀着黑松，
松石成趣，有水从高处流下，形成一道瀑布，有云雾缭绕之感。

走出玉湖公园继续向前，是雨湖区域。雨湖区域占地面积 42万平方米，
水域面积23万平方米。雨湖区域生态治理项目以“古今同构、水域绿城、雅尚
交融、乐活遂平”为设计理念，设置了音乐喷泉、沉水木栈道、人工湖等，成为
遂平县的一张新名片。湖边绿树成林，湖面碧波浩渺，但见白鹭展翅、野鸭戏
水，不似江南水乡胜似江南水乡。有谁能想到，以前的这里是废弃的砖瓦场，
最大的特点就是脏乱差。雨湖区域内有很多开阔的草坪，记者看到，一些年
轻人在这里拍短视频，还有一些新人在拍结婚照。这里，是画的区域。

最后是书的区域。这里有个小桥，过去是运河沙的专用桥，当年遂平的
河沙很有名，被称为遂沙。如今河沙不能再挖，小桥“失业”了。为了留存记
忆，小桥被保护下来。有关部门已经从外地买回两节绿皮火车，准备放到小
桥上，创造出一个城市符号。记者认为，这大概就是把这个区域称为“书”的
缘故吧。

碧水环城，人水共生。遂平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持续加强
生态水系建设，让河道更干净、水质更清澈、环境更优美，奏响了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动人乐章。③2

绘制美丽墙绘绘制美丽墙绘，，点缀美丽乡村点缀美丽乡村。。⑥⑥77

记者记者 张张 建建 摄摄
今麦郎食品遂平产业园内，工人正在加紧装车。⑥7

记者 张 建 摄

景观桥成为网红打卡景观桥成为网红打卡地地。。⑥⑥77 记者记者 张张 建建 摄摄

航拍汝河航拍汝河。。⑥⑥77 记者记者 丁继坡丁继坡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