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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大别山，滔滔黄河水。中原大地一派

欣欣向荣的气象。

习近平总书记情系中原大地，党的十八大

以来，先后 4 次赴河南考察调研，多次发表重

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寄予河南“在中部地区

崛起中奋勇争先，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

绚丽篇章”殷殷嘱托，为现代化河南建设提供

了总纲领、总遵循、总指引。

确保高质量建设现代化河南、确保高水平

实现现代化河南，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河

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行动。河南

牢记嘱托，勇毅前行。

坚决扛稳粮食安全重任

2022 年，河南夏粮总产量 3813.1 万吨，稳

居全国第一！

粮和农，始终是河南人心中最重的字眼。

2014 年 5 月 9 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开封市尉氏

县张市镇高标准粮田综合开发示范区考察时

指出，河南农业农村人口比重大，“三农”工作

任务繁重，粮食生产这个优势、这张王牌任何

时候都不能丢。要立足打造全国粮食生产核

心区这一目标和任务，在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上

开辟新途径、挖掘新空间、培育新优势。

河南坚决扛稳粮食安全这个重任。2017
年至 2021 年间，粮食产量连续 5 年稳定在 1300
亿 斤 以 上 。 2021 年 ，河 南 粮 食 种 植 面 积 达

16158.46 万亩，粮食作物产量 1308.84 亿斤，与

2012 年相比，产量增加 129.16 亿斤。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在周口市商水县的

高标准农田高效节水灌溉示范区里，高科技让

田间管理更高效。除了常见的成片连方、沟渠

相连，这里还配套了统一联网的智能灌溉、水

肥一体化、病虫害监测等科技设施，在智能中

枢的协调指挥下，各设施既能独立高效运作，

又能协同配合，为农民提供实时数据。

“过去都是雇人浇地，一人一天最多浇 10
亩。现在电脑控制，动动手指设定好程序，一

天就能浇完所有地。”商水县枫未种植养殖农

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邱守先对自动化灌溉系

统很满意。他今年承包了 2000 亩土地，亩均

小麦产量超过 1400 斤。

“十二五”以来，河南累计投资 1037 亿元，

建成高标准农田约 7600 万亩。“目前，河南省

高标准农田建设已经逐步从实现田成方、林成

网、渠相通、路相连、旱能浇、涝能排等基本功

能，过渡到加强土壤治理，进一步培肥地力、提

升耕地质量上来，建成了一系列更高标准的示

范田。”河南省农业农村厅负责人表示。

良田也要配良种。近年来，河南省大力实

施现代种业提升工程。五年来，国家审定品种

中的河南选育单位选育品种共 567 个，其中小

麦品种 142 个、玉米品种 383 个。河南农业科

技整体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小麦、玉米、花

生、芝麻等品种选育水平全国领先。

为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提高群众生产、生活

水平，《河南省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出台，立

体推进县乡村规划，9500余个村庄形成“多规合

一”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初步成果。“十二五”以

来，全省新改建农村公路 10.73 万公里，农村电

网投资累计 1397 亿元。县域内城乡基础设施

一体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越来越高，

美丽乡村建设取得长足进步。

2020 年 ，河 南 53 个 贫 困 县 全 部 脱 贫 摘

帽。 2021 年，脱贫户年人均纯收入 14362 元，

较上年增长 10.2%。

聚焦聚力转型创新发展

河南智能手机产量占全球 1/7，成为全球

重要的智能终端制造基地；

盾构机、新能源客车、光通信芯片、超硬材

料等产业的技术水平和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

首位；

郑州下一代信息网络、郑州信息技术服

务、许昌节能环保、平顶山新型功能材料 4 个

集群成功入选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

党的十八大以来，河南深入贯彻新发展理

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提升供给

体系质量和效率为中心任务，坚持做大总量和

调优结构并重、提升传统产业与培育新兴产业

并举，全面打响转型发展攻坚战。

目前，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取得显著进展，新

兴产业呈现加快发展态势，初步形成错位发展、

优势互补格局。2012 年至 2021 年间，河南战略

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 13.3%，高于同期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 11.1个百分点。

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如今，郑洛新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引领作用凸显，国家超级计算

郑州中心建成并投入使用，嵩山实验室、神农

种业实验室、黄河实验室挂牌运行，一批产业

研究院和中试基地启动建设，国家生物育种产

业创新中心、国家农机装备创新中心、国家技

术转移郑州中心、食管癌防治国家重点实验

室、作物逆境适应与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等

“国字号”创新平台获批建设。

当前在河南，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数量居

全国第五、中部首位，双创市场主体数量稳居

中部六省第一位，科技人力资源和产业技术工

人数量位于全国前列。

近年来，河南依托区位优势，推动空、陆、

网、海“四条丝绸之路”建设协同互促、提质增

效，率先创新四路协同发展的“一带一路”互联

互通新模式。

河南在全国率先开通平价跨境电商洲际

包机航线，截至 2021 年，3 条跨境电商包机专

线累计运送货物 8.9 万吨，实现进出口额 206
亿元。 2021 年，全省跨境电商进出口交易额

2018.3 亿元，同比增长 15.7%。郑州机场入驻

卡车航班公司 30 余家，运输网络覆盖国内 90
多个大中城市。

河南在全国率先建成“米”字形高铁。从

2010 年 2 月 6 日郑西客运专线投入运营到 2022
年济郑高铁濮郑段开通，12年间，仅河南省内就

建成高铁 2032 公里，完成 17 个省辖市高铁全覆

盖。中欧班列（中豫号）从开通到 2021 年，五年

间累计开行逾 5000 列，其中 2021 年开行 1631
班，货值 64.57亿美元，货重 127.86万吨。

河南铁海联运从无到有，现已通达天津、上

海等港口。2021年，铁海联运班列完成集装箱运

输 11.2万标准箱。沙颍河、淮河航道实现通江达

海，2021年，周口港开行至淮安港、太仓港、连云

港港、大丰港、上海港、凤阳港等河海联运集装箱

航线共计 2.7万标准箱，同比增长 230%。

十年间，中原腹地变开放前沿。

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创新成果

数量位居同批次自贸试验区前列，河南功

能性口岸数量位居内陆地区首位，跨境电

商业务覆盖 196 个国家和地区，贸易进出口

总额突破 8000 亿元大关。

持之以恒改善生态环境

小秦岭停僮葱翠，举目四望，绿意浓浓。不

远处，黄河水奔涌向前。“前些年山里采矿搞黄

金冶炼，水体污染严重。现在，小秦岭矿山治理

和生态修复成果显著，山青了、水绿了，客商纷

纷前来投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三

门峡灵宝市故县镇河西村村民相云杰赞不绝

口。作为黄河进入中原的第一站，三门峡市奋

力打造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样板区，治理小秦岭

及周边水土流失面积 2400平方公里。

黄河安澜，生态先行。近年来，河南力争

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走在前

列，切实守护好黄河中游生态屏障。遵循黄河

流域中游“治山”、下游“治滩”、受水区“织网”

的整体思路，河南矢志不渝对乱堆、乱占、乱

采、乱建“四乱”问题进行集中清理整治，着力

推进沿黄生态廊道建设，流域生态面貌焕然一

新，水环境持续向好，黄河干流出省境断面稳

定在Ⅱ类水质。

日前，河南启动总投资 52.11 亿元的黄河

流域重大生态修复工程，致力于秦岭山脉东

段、洛河流域的林地提质改造、水环境治理、矿

山生态修复。据介绍，项目对于改善秦岭东段

生物多样性，系统解决入黄支流流域水土流失

与水生态功能退化等重大生态环境问题，提升

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守护黄河中游生态屏

障的最后一道关口具有重要意义。

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为抓手，河南坚持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全面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奋

力打造“美丽中原”。

洛阳市新安县石井镇的黄河神仙湾内，成

群白鹭翩翩起舞，远处梯田层层、翠色盈盈。6
年前，石井镇山头岭村村民孙江子返乡创业发

展绿色产业，带领村民依山就势种下 50 万棵

树苗，5000 多亩荒山头变成大果园，年吸引游

客逾 10 万人。

生态美，产业兴。河南持续推进绿色低碳

转型战略，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坚持

绿色生产、绿色技术、绿色生活、绿色制度一体

推进，全面提升能源安全绿色保障水平，建立

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生态恢

复了，我们发展文旅产业，周边 380 余户村民

实现了增收致富。”看着村民的腰包越来越鼓，

孙江子干事创业的底气更足了。

“河南扎实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坚持精准、

科学、依法治污，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深入

推进，河南生态保护治理迈上新台阶。”河南省

生态环境厅厅长王仲田介绍。五年来，河南

PM2.5、PM10 年均浓度累计下降均超过 30%，

单位生产总值能耗累计下降超过 25%，南水北

调中线工程河南段持续保持Ⅱ类以上水质，森

林覆盖率从 2013 年的 22.98%提高到 2021 年的

25.07%，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下图：郑州市郑东新区。 霍亚平摄

在中部地区崛起中奋勇争先
本报记者 龚金星 朱佩娴 毕京津 王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