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全国夺冠 为焦作添彩

修武人又拿了“国字号”大奖
——写在修武县荣获“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殊荣之际

本报记者 杨仕智

年终岁尾，一条振奋人心的喜讯从北京传来，修武县顺利通过创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验收，并
喜获第一批国家农业部命名的“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荣誉称号，这是我市第一家、全省4家有其一的殊
荣；也是该县连续6年创造17项全国高产纪录，特别是小麦高产攻关田单产达到821.7公斤，一举跨越800公
斤大关，实现了我国冬小麦单产的历史性突破，全县粮食产量实现“十三连增”，荣获“全国粮食生产先进
县”之后，获得的又一块分量最重的“金牌”；更是我市贯彻落实市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开启跻身全省

“第一方阵”新征程中获得的最新成果。
这顶沉甸甸的绿色生态桂冠来之不易。这一殊荣的获得，是修武县委、县政府秉承“民以食为天，食以

安为先”理念，追逐绿色梦想，建设绿色修武的最好诠释；也是该县农业部门在县委、县政府正确领导和大
力支持下，团结带领全县人民高举创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大旗，瞄准打造农业标准化生产样板区、
全程监管样板区、监管体系建设样板区和社会共治样板区的战略定位，改革创新，苦干实干换来的丰硕成
果；更是修武人为焦作跻身全省“第一方阵”，让焦作在中原崛起中更加出彩作出的重要贡献。

—————喜 报—————

10月31日，来自27个国家的72名专家在修武县考察绿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图为专家在有机“云台冰菊”绿色种植基
地参观学习。

修武县供港绿色蔬菜基地。

修武县农业局局长杨法谊 （右） 陪同农业部小麦专
家组副组长郭天财 （左） 在修武千亩小麦绿色栽培示范
方察看小麦长势。

11月12日，中国工程院院士、河南省农业科学院院长张新友 （右二），在焦作市委常委、修武县委书记郭鹏 （左
二）陪同下参观考察“云台冰菊”绿色种植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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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
含金量最高 分量最重 志在必得

修武县创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始于 2015 年。
在这年早春召开的全县创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动
员大会上，焦作市委常委、修武县委书记郭鹏掷地有声地
说：“创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对于修武这个旅游
大县来说尤为重要，是符合国情、县情民意的必然选择。
这块牌子含金量最高、分量最重，志在必得。全县要上下
一条心、一股劲，强力推进，确保创建成功。”

修武县是引领全国粮食高产创建的一面旗帜，曾赢得
了无数荣光。

近年来，该县农业在修武县委、县政府正确领导和大
力支持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我们的饭碗必须牢牢端在
自己手里”的嘱托，以农业粮食高产创建为引领，咬定粮
食生产不放松，连创17项粮食高产全国纪录，特别是小麦
高产攻关田单产达到 821.7 公斤，一举跨越 800 公斤大关，
实现了我国冬小麦单产的历史性突破，全县粮食产量实现
了“十三连增”，荣膺“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创造了华
夏粮食高产的奇迹。

近年来，修武县农业粮食高产创建品牌叫响全国，《光
明日报》《农民日报》《经济日报》《河南日报》 等多家国
家、省、市媒体报道该县的经验。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对修
武人矢志不渝抓粮食生产的精神给予高度评价。农业部小
麦专家指导组副组长郭天财评价说：“修武县粮食高产创建
为全国树立了样板，是引领全国粮食高产创建的一面旗
帜。”修武县也因此赢得了“世界小麦看中国，中国小麦看
河南，河南小麦看焦作，焦作小麦看修武”的美誉。粮食
高产成了修武走向全国最亮丽的一张“名片”。

古人说“洪范八政，食为政首”。在我国粮食总产量突
破1.2万亿斤、实现“十一连增”的大好形势下，习近平总
书记反复强调：“我们的饭碗必须牢牢端在自己手里。”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食安为先，把饭碗端在自己手
里，让老百姓吃上放心的农产品的事比天大。”修武县农业
局局长杨法谊说，“既要粮食高产，更要农产品安全，既要
争当粮食高产的旗帜，更要争当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样板。”

2015年早春，修武县委、县政府从实现县域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推动全县农业产业转型升级，确保人民群众

“舌尖”上安全的战略高度出发，开启了创建“国家农产品
质量安全县”的新征程，提出了打造农业标准化生产样板
区、全程监管样板区、监管体系建设样板区和社会共治样
板区的奋斗目标。

从粮食高产到农产品高产、优质、高效，这是一次豪
迈跨越；是敢为人先，逢冠必夺，永远追求超越的修武
人，拉高标杆，自我加压，实现永续发展的壮举。

一个县 一盘棋 一条心 一股劲
为创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而战

2015年早春，春风吹绿了修武的山川田野，一场有政
府主导、部门联动、机制保障、全民参战的创建“国家农
产品质量安全县”的宏大战役在该县打响，自此吹响了农
业转型提升的战斗号角。

创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
程，涉及农业、畜牧、林业、药监、工商、质检、公安等
相关单位、各乡镇和全县农民群众。为了确保创建工作顺
利推进和创建成功，修武县委、县政府对此高度重视，专
门成立了由分管县长任组长、各相关部门“一把手”为成
员的修武县创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工作领导小

组，制订了 《修武县创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实施方
案》，明确目标、细化分工、压实责任，并建立健全了农产
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保障机制，为成功创建提供了强有力
的组织保证和机制保障。县政府多次召开各乡镇及相关职
能部门“一把手”会议，根据《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考
核办法》，对各乡镇、各相关单位进行责任分解，定期督导
工作进度。县农业、畜牧、林业、药监、工商、质检、公
安联动，构建了由农业行政执法大队、农产品质量安全检
测站和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组成的县级监管机构，乡镇建立
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村级设有农产品质量协管员，
基地设有自检员，形成了县、乡、村、基地纵向到底、横
向到边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

焦作市委常委、修武县委书记郭鹏等县领导，高度重
视创建工作，多次听取创建工作汇报情况，经常深入一线

督导农产品质量安全生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和农产品
质量安全监管等工作，为成功创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修武县农业局作为创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牵
头单位，该局干部职工在长达2年的创建活动中，把“粮食
单产最高、农产品质量最好、食用最安全”当成最高目
标，把丰产优质作为每天的追求，牺牲了无数个节假日，
全身心投入到创建工作中。粮食、果蔬高产优质，种子是
关键。该县农业部门引进了“百农矮抗58”“百农418”等
优质小麦农作物新品种160余个，在全县示范推广。还与中
国农科院等10多家科研院所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每年国
内最新、最好的品种都率先在该县落户。该县引进的“天
蜜脆梨”“晚秋黄梨”“紫菜花”等特色果蔬新品种，都获
得了广泛赞誉。采用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土壤微生物平衡
技术，全程不喷农药、不用除草剂、不打激素的生态有机
怀菊花——“云台冰菊”，在韩愈出生地郇封镇后雁门村问
世，经全国知名专家多次品鉴，一致认为这是菊花茶精品
中的精品。农产品高产优质，科学种植管理是关键。为了
生产出高品质的小麦，该县创新推广了“小麦高产优质八
句话要领”“小麦宽窄行播种”“甩手横撒施肥法”“微灌补
墒苗齐法”等先进适用技术。为了解决粮食、果蔬农产品
安全生产技术“最后一公里”问题，在全县建立了几十个
万亩示范方、千亩示范片、百亩示范田和400多家各类科技
示范户，每年向群众印发数万份技术“明白卡”，做到了技
术进田、技术到户、技术入脑，指导到田间，为生产安全
优质农产品提供了技术支撑。

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落实农产品生产经营单位主体
责任，加强对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监管是重要环节。修武
县制定了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监管名录制度，把全县农产
品种植企业、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渔业合作社等列入
目录，分别与其签订了《农产品质量安全责任书》，发放了

《农产品质量安全告知》，全面落实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
制度。每年3月份，该县都要组织召开全县农产品生产经
营单位及种植大户参加的全县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会议，
对全县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进行安排部署，要求全
县各生产经营主体及种植大户要加强自身监管，确保农产
品质量安全。

加强农业投入品监管，是生产优质安全农产品的关
键。该县每年年初都要召开由全县136家农资经营单位参
加的农资管理工作会议，强化农资经营市场准入制度，严
格执行农资经营备案制，要求各农资经营代理商和公司必
须在每次进货后、未销售前，及时主动将有关材料送交县
农业执法队备案，接受监督管理。同时，对全县农资生产
经营单位全面开展主体资格普查，按照普查表所列内容逐
家逐项重新进行登记造册，全面落实农资生产经营主体监
管名录制度。为了抓好农资打假工作，县里与农资经营单
位负责人签订了《农资经营承诺书》，要求农资经营单位必
须建立农资经营档案和进销台账，经营农资手续必须合
法、齐全，农资购销渠道规范，实现了可追溯管理。该县
还要求每个农资经营单位都按要求将《国家禁用和限用农
药名录》张贴在门店墙上，对群众起到了很好的学习和宣
传作用。

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是把好舌尖上安全的重要
关口。该县按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计划，积极开展检
测，全年完成农产品定性检测 4000 批次，完成定量检测
300批次，督促农产品生产企业和合作社100%落实自检制
度。各乡镇分别建立了农产品安全监管站，负责落实日常

巡查、速测等工作，全年定性检测农产品样品2600批次，
农产品检测合格率达99%以上，保证了群众能够吃得更安
全、更放心。

农业因质而强 产品因质而美 农民因质而富
农产品在绿色发展中提质增效

如今，或驱车或步行，徜徉在修武城乡、山间田野，
随处可见绿色、无公害、有机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基地和绿
色农产品，让置身于修武这方热土的当地人和外地人无不
称赞：修武农业成功地实现了从高产到优质高效的转变。

2015年5月的一天，时任河南省省长的谢伏瞻在修武
台创园亲口品尝这里生产的大棚“彩虹西瓜”后连夸口感
好，称之为瓜中极品。

2016年10月31日，来自22个国家的72名农业专家参
观考察了修武县小麦绿色生产模式示范方和“云台冰菊”
等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后赞不绝口，称之为中国农产品质
量安全的样板。

最有说服力的还是这组数字。
修武县瞄准“产量最高、品质最优、效益最好”战略

定位，粮食、畜牧、果蔬等名优农产品遍地开花。截至目
前，全县已经认证了修武县聚龙粮食专业合作社的粮食、
修武县富民食用菌合作社的食用菌等无公害农产品22个，
认证了修武县云台人家果业专业合作社的葡萄、焦作无为
农业有限公司的菜心、芥蓝等绿色农产品 8 个，“三品一
标”农产品面积达到全县种植面积的52%，主导农产品小
麦、玉米、蔬菜和水果等，全部制定了无公害、绿色产品
生产技术操作规程，并严格按照标准组织生产。随着无公
害农产品生产规模的持续放大，带动了更多农户参与进
来，加上全县农产品安全的普及宣传，绿色农产品生产标

准的入户率达到100%。
这里是修武县小麦绿色生产模式示范方，有 2500 亩

大，麦苗墨绿，长势喜人，远看旺、近看壮，小麦品种是
高光效“百农419”，指导专家由农业部小麦专家组副组长
郭天财和我国小麦育种家茹振钢担任。该示范方采用了国
际最先进的土壤增施放线菌新技术和国内一流的枯草芽孢
杆菌生物技术，生长过程不打农药，有效防止土传病害和
小麦赤霉病等病害的发生，确保了农产品高产、优质、
绿色、高效。杨法谊说：“一亩地平均可增产 50 公斤到
100 公斤，每公斤绿色小麦售价比普通麦高出 0.1 元，增
产加增价，亩效益可能提高200元到300元。”目前，该县
25 万亩小麦全部采用国内最优质高产的小麦新品种和绿
色栽培生产技术，有近万亩采用了生物防控技术。如
今，无论是小麦、玉米，还是瓜果蔬菜，该县农民全部
是按照标准化栽培管理模式生产，提高了农产品质量，
实现了增收增效。

这里是“云台冰菊园”，位于韩愈故里、有长寿之乡美
誉的郇封镇后雁门村，园区占地600亩，是一个集高效种
植、加工销售、观光为一体的“三产融合”绿色农业项
目，力争3年内建成全国最大的有机菊花产业基地。该公
司董事长宋晓龙说，“云台冰菊”是在怀菊花种植的基础
上，通过杂交、组培、有机生产等先进技术，培育出的怀
菊花中的精品。纯生态生产的“云台冰菊”不施化肥、不
打农药，而是全部采用土壤微生物平衡技术，生物制剂控
制病虫害，捕虫灯、黄粘板控虫等综合绿色食品标准种植
技术，使“云台冰菊”具有不散朵、回甘、开水泡后如鲜
花般绽放的特点，有很好的清肝明目功效，被广大消费者
誉为“在沸腾的开水中盛开的鲜花。”清亮亮的水，金灿灿
的菊花，一杯水、一朵花，一缕菊香，连泡8次，口感甘
甜，久泡不落朵、不褪色、更不变味。不久前，来自22个
国家的 72 名农业专家在这里通过一泡、二熏、三赏、四
品、五食后大加赞赏，“云台冰菊”被他们称赞为“世界上
最好喝的菊花。”“云台冰菊”能成为菊花中的精品得益四
大生态技术：微生物载体植入技术、土壤微生物生态健康
系统及重建技术、微生物干预植物减害生态友好技术和叶
面小分子靶向饲喂技术，上地的肥料全是农家肥、绿肥和
沼渣、沼液。产品好，就售价高，就有市场。他们生产的
有机“云台冰菊”荣获国际专利产品，一朵售价30元到50
元不等，产品上市以来，供不应求，明年种植面积要扩大
到1000亩。

这里是郇封镇前雁门村的有机果园，有300亩大，生
产过程不施农药、不上化肥，全是清一色的农家肥，这家
果园种植有高档核桃、鸭梨、油桃等品种。焦作市核丰源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经理冯小五说，他们种植的优质水果都
比市场价高很多，而且都是提前下订单，一公斤核桃少则
40元，多则60元。

这里是修武县红利丰生态园，面积有158亩，9个温室
大棚依次排列，以种植名贵桑葚、草莓、西瓜和火龙果等
为主，全部采用绿色栽培技术，农家肥、绿肥和沼渣、沼
液当家，无污染、纯天然。这里种植的草莓有11个品种，
其中4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与日本佐贺清香杂交培育而
成的草莓新品种“甜宝”，入口即化，味道清香，口感鲜
美，果子不易烂，是草莓中“极品”，全部出口韩国，一斤
售价100元，一个不到一亩地大的大棚草莓一项收入5万多
元。11 个草莓新品种中价钱最贵的当属“白马王子”和

“白雪公主”，每公斤售价1600元，全部出口韩国。这里种
的有机西瓜“豫艺彩虹”等高档品种，也是全部由韩国客
商包销。一个大棚，一季西瓜可收入 6 万元。一个棚种，
一季草莓、一季西瓜，两个相加收入超过了10万元。

在修武，还有一个最大的亮点，饲料构树全产业链正
在悄然打造中。该产业链集饲料构树筛选、育苗、种植、
收割、饲料加工、喂养于一体。目前，主要生产与加拿
大、中科院联合开发的构树生物发酵饲料、欧米伽-3构树
功能饲料及构树免疫饲料，明年3月份还要大面积扩种构
树。用构树饲料喂养的肉猪今年春节也可上市。用不了多
久，饲料构树全产业链将成为修武农业的新增长点。

展望修武农业的未来，杨法谊信心满满地说：“我们将
继续巩固创建活动成果，坚决把修武打造成为标准化生产
的样板区、全程监管的样板区，监管体系建设的样板区和
社会共治的样板区，推动全县农产品安全形势持续好转、
农产品生产健康发展，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为焦
作在中原崛起中更加出彩贡献修武力量。”

（本版照片均由修武县农业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