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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农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为推进
新型农业现代化，“我们的同志不仅要当好
惠农政策宣传员、新农村建设战斗员，更要
成为农民致富服务员、农业科技推广员”，

“既要走出去，又要请进来”。
9月21日至23日，市委农工委机关全

体干部职工赴嵩县、伊川等地实地参观考察
“三篇文章”一起做和秸秆综合利用等工作。

把课堂搬到田间地头，在牡丹生产关
键时期，邀请知名牡丹专家，用一周时间，
深入各县（市、区）开展牡丹生产技术培训
和现场观摩指导活动。

指导全市涉农部门、各县（市、区）及时
挖掘、宣传本地农业现代化发展方面的先进
经验和做法，组织对全市农业“三篇文章”一
起做的亮点进行学习、交流。

组织涉农部门负责人、各县（市、区）分
管农业领导、龙头企业及科研机构相关负

责同志参加各类农洽会、农交会。
在“走出去，作好调研赢得发言权”的

同时，请进来，举办讲座借智兴农。
为进一步拓宽农业发展思路，推进我市

新型农业现代化发展，市委农工委聘请国家
和省、市有关专家组成“洛阳市推进现代农
业发展专家委员会”，从9月份开始，定期举
办全市推进新型农业现代化系列讲座。

9月1日，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
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我国著名的
农业问题专家郑风田教授的“从国际视角
看我国未来农业发展趋势”拉开了全市推
进新型农业现代化系列讲座的序幕。

10月22日，由北京时代光华教育机构
高级讲师，著名营销实战培训专家，经销商
战略发展研究专家，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客
座教授崔自三主讲了“新形势下农产品品
牌打造与盈利模式创新”。

12月2日，经济学博士、国务院研究室
农村经济研究司巡视员董忠受邀就“推动
城乡发展一体化”作了专题报告。（如图）

每次讲座都采取视频联动方式，市直
涉农部门中层以上负责同志，各县（市、区）
主抓农业的领导，涉农的县直、区直部门及
乡镇主要负责同志等1500余人参加。

同时，有计划地组织多种形式的外出
学习观摩活动和学习研讨活动，进一步开
动脑筋，拓宽视野。

■编者按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让广大农民共
同分享现代化成果。近期，我市将举办“科技农业 财富未来”首届农业发展高峰论坛，为了让读者更全面地了解我市农
业科技发展状况，我们拟于本期起推出“现代农业循环经济”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科技让土窝窝里长出香饽饽

眼下，数九寒天，正是农闲时节，但位
于孟津县送庄镇的洛阳市光瑞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生产基地一片繁忙景象。该企
业负责同志掰着指头介绍：农作物秸秆
堆放场需要时刻防火，一些大型农机具
需要进一步改进，还要抓紧农作物秸秆
综合利用技术的研发、高效菌种的培育
以及养殖示范场、沼气工程、绿色食品有
机大棚等的建设……

“党的十八大报告给我们吃了定心丸：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和股份合作，培育新型
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构建集
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
型农业经营体系。’”这位企业负责同志说。

比光瑞员工更忙的是市委农工委的同志。
“我们的工作就是尽快把这定心丸变

成企业看得见、摸得着的兴农措施。”市委

农工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当前，最大
任务是抓好十八大精神落实与我市‘三农
’工作实际的‘五结合’：结合农民增收，做
好结构调整、土地流转、生态旅游‘三篇文
章’；结合农业增效，持续加强农田水利建
设、农机推广、农业产业企业扶持等工作，
切实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结合生态文
明建设，抓好林业产业和农村环境综合整
治工作；结合民生改善，抓好农村基础设
施建设；结合农村和谐，抓好各项强农惠
农政策落实。”

据这位负责人介绍，针对我市农业现
状，为了实现土地效益最大化，在结构调整
取得新突破，土地流转取得新进展，休闲观
光农业迈出新步伐的同时，我市农业企业
依靠技术进步，加强对新品种的引进、培
育，不断生产出技术含量高、产品附加值高

的农产品，企业的综合效益和市场竞争力
得到提高，“不少农业企业已经尝到了科技
兴农的甜头”——

第四届中国郑州农业博览会上，我市
有4个农业产业化项目签约，资金总额达
10亿元。在优质农产品综合性评审中，我
市农产品共获金奖3个、优质奖12个，获奖
总数在全省各参展团中名列前茅。

第十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上，我
市两家参会公司的贸易额达9200万元。

2012年全国农产品加工业投资贸易洽
谈会上，我市的农产品及加工产品共获得3
个金奖、10个优质奖。

第四届全国优质农产品展销周，我市
组织了52家企业164种名优农产品到北京
参展，签订销售合同65份，有近200家企业
提出合作意向……

□记者 李永高 通讯员 张绍刚

牡丹精油、牡丹红茶、石磨面粉、荞
麦挂面、核桃工艺品……今年以来，我
市多个农产品在国家级展会上捧得金
奖，签下大额订单。在这耕种了几千年
的土地上，如今为何能长出香饽饽？用
市委农工委负责人的话讲，“这得益于
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具体说，就是以提
高农业生产能力为基础，以市场需求为
导向，以科技创新为支撑，以“三篇文
章”一起做等生产组织方式的调整为手
段，以龙头企业为带动，以品牌战略为
引领，以提高农业的综合效益和促进农
民增收为目标。

三农采富

农业产业化
引领现代农业发展

围绕科技兴农，“三篇文章”一起做

公务员也是科技兴农“四大员”

□据 新华社

来自农业部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各
类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数量已超过28万个，辐
射带动全国四成左右的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经
营；龙头企业有11万多家，年销售收入突破6
万亿元，提供的农产品及加工制品已占市场供
应量的1/3，占主要城市“菜篮子”产品供给的
2/3以上。

发展农业产业化核心目标是保护农
民利益

各类产业化经营组织通过多种方式密切与
农民的利益关系，目前采取保护价和加价收购
农产品、利润返还、股份分红等方式，实现企业
与农民共享产业化发展成果，带动农户达1.1亿
户，农户加入产业化经营年户均增收2477元。

许多地方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日益向优
势产业和优势产区集中，涌现出一批主导产业
突出、规模效应明显、组织化程度较高的龙头企
业集群，带动了储藏、包装、运输等配套产业。

2011年，农业部认定第一批76个国家农
业产业化示范基地，基本涵盖粮食等主要农产
品和“菜篮子”产品，聚集规模以上龙头企业
4000多家，辐射带动1680多万农户，吸纳就业
137万人，为县域经济发展培育了重要支柱。

如果说龙头企业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大
舰队”，农民专业合作社则算是“小舢板”。农民
专业合作社数量快速增长，产业分布广泛，涉及
种养、加工和服务业。

引导龙头企业与农户形成紧密的利
益联结关系

“农业产业化已成为对接分散小生产与社
会化大市场的重要途径，成为促进农业发展、农
民增收和农村繁荣的重要依靠，成为转变农业
发展方式和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重要力
量，是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一大突出亮点。”农
业部部长韩长赋评价说。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发展农民专业合作
和股份合作，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
规模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
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近日召开的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也确定，要在坚持和完善农村基
本经营制度基础上，创新农业经营体制，加快发
展现代农业。

对此，农业部提出力争用3至5年时间，
培育100家年销售收入超过100亿元的重点
行业领军企业，创建500个国家农业产业化示
范基地，订单农业覆盖面扩大到50%以上，辐
射带动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比重超过
50%，农户从事产业化经营年户均增收达到
4000元以上。

韩长赋强调，要引导龙头企业把完善利益
联结机制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发展订单
农业，规范合同内容和签订程序，明确权利责
任，逐步实行合同可追溯管理，使龙头企业与农
户形成更加紧密的利益联结关系。

照片由市委农工委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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