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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语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农业是国泰民安的基础。两者结合会产生怎样的“聚合反应”？本期起，

我们开启《财富·新农业发展之旅》：放眼广袤河洛大地，展示全市“三化”协调发展助推农村经济发展的点睛
之作，盘点因地制宜推行农业“‘三篇文章’一起做”的大手笔，发掘服务“三农”实现“‘三个效益’最大化”的新
亮点……真诚邀请您参与，真正让我们这次“科技农业发展之旅”成为财富新农业的发现之旅。

□记者 李永高

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
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
今日，本刊的“财富·新农业”板
块——《财富·新农业发展之
旅》正式与大家见面：推介全市
优秀企业，展示它们如何围绕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服务新型
农村社区建设，开拓创新，结构
调整、土地流转、生态旅游“‘三
篇文章’一起做”，实现经济、社
会、生态“‘三个效益’最大化”。

在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即将召开之
际，本刊的《财富·新农业发展之旅》启航。

本次活动由市农工委全程指导，
洛阳日报报业集团、中国人民银行洛
阳市中心支行、市银监分局、市农业
局、市科技局、市商务局、市畜牧局、市
农机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孟津县人
民政府等共同主办，洛阳市光瑞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联合主办，洛阳日报报
业集团金融通信事业部承办。这次活
动将以开放的姿态、前瞻的视野对全
市优秀的农业企业进行全方位盘点，
以得到社会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全市规模养殖、规模种植、生态农
业、旅游农业等“三农”企业均可参与进
来，展示企业品牌形象，诠释企业发展
理念。本次活动意在通过扶持重点龙
头企业，培育知名品牌，加快农业科技
成果转化的同时，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实现自然、农业、生态、旅游等资源有机
结合，引导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多元
化发展。

同时，本次活动将于近期举办中国
洛阳科技农业发展论坛，以“科技农业
财富未来”为主题，邀请诸多“三农”领
军企业，全面呈现洛阳市农业中优秀企

业的创新历程、创新成果。
“汇聚科技力量 成就‘三农’未

来”，《财富·新农业发展之旅》欢迎大家
加入，让我们一起发现财富新农业，咨询
联系电话：13837999844。

“近日，十届省政协农业委员会在我
市召开了工作座谈会，建议推行农业规模
经营、特色经营，推广农林科技等强农富
农工作。省扶贫办、省农机局、农业银行
河南省分行等省直农口各厅局参加了座
谈。这篇报道应该再详细些，尤其是如何
支持企业破解‘三农’问题。”日前，洛阳市
光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向记者

“打探消息”。
该公司一直专注于“现代生态农

业循环经济”的建设，按照科学发展思
路，利用流转土地，种植高经济生产效
益的秸秆类农作物，并回收利用周边
群众废弃的各种农作物秸秆，融研发、
生产、销售和推广为一体，形成了农作
物秸秆→纤维素乙醇和秸秆饲料→奶

牛养殖→牛粪→有机肥(沼
液、沼渣)→农作物，综合利
用循环经济生态产业链。

在我市，有不少像光瑞科
技一样，扎根农业，希望在这片广阔天地
有所作为的企业。

它们以提高土地资源和环境承载
力为核心，优化农业经营组织模式,根
据畜禽养殖、经济林果、花卉苗木、水
产养殖、休闲观光等不同农业形态的
特点,重点推广合作组织和种养大户
联动发展、龙头企业主导、中小企业集
群发展的农业经营组织模式, 逐步建
立“植物生产——动物转化——微生
物还原”的农业循环系统，日渐形成了
适应工业化和产业化发展的新型农业

经营格局。
《河南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十二

五”规划》也十分重视“加快发展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其中提出，进一步做大做
强本地龙头企业,大力推动农业企业优化
组合、兼并重组，推进全省农产品加工业
向高附加值、精深加工转变。到2015年，
培育年营业收入超 1亿元的龙头企业
600家、超10亿元的50家、超100亿元的
5家、超500亿元的2家、超1000亿元的
1家，各类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销售收入
达到14000亿元。

10月30日傍晚，临下班前，洛龙区的
乡村干部老赵在日历上打了个“√”。“霜降
到立冬，禁烧莫放松。10月22日到29日，
一周内市里已经登报批评了3个乡镇的禁
烧工作。”老赵说，“秸秆处理真是个大难
题，一年内有半年时间，我每天都得绷紧这
根弦，不能让辖区的秸秆冒烟。”

近年来，我市贯彻落实中央和省有关
“三农”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农业农村
经济得到持续平稳较快发展，为维持社会
和谐稳定大局发挥了基础支撑作用。

然而，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
矛盾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推进现代农业
建设、统筹城乡协调发展任务还相当艰巨。

其实，长期以来，“三农”问题都是我
国现代化进程中全局性、根本性、长期性
的问题。

2004年到2012年，党中央、国务院连
续发布9个中央一号文件，分别从不同方
面就“三农”工作进行部署。2012年的中
央一号文件强调“把农业科技摆在更加突
出位置”。

《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
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河南省农业和农村
经济发展“十二五”规划》都用不同文字表
述同样内容：积极探索一条不以牺牲农业
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三化”即工
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路
子，是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核心任务。

市委九届十四次全体（扩大）会议在重
点谋划好今后五年工作时明确提出，当前
乃至整个“十二五”期间，我们工作的总体
目标就是福民强市。为此，会议强调做优
一产，在确保粮食总产不减、单产稳中有升
的基础上，坚持结构调整、土地流转、生态
旅游“三篇文章”打捆一起做，做到一产、三
产融合发展。

这是市委结合我市农村实际提出的重
大决策，也是破解“三农”难题、加快农业发
展方式转变、促进农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措
施，更是贯穿于今后一个时期我市农村经
济工作的总抓手。

聚焦“三农”，推介优秀企业，探寻如何做好“三篇文章”，实现“‘三个效益’最大化”……

本刊《财富·新农业发展之旅》今日启航

破解“三农”难题
仍是社会关注热点

破解“三农”难题需要“龙头”带动

《财富·新农业发展之旅》邀您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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