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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一大早，寿光市稻田
镇崔岭西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崔玉禄走进办公室，就拨通了河
北省雄安新区安新县端村镇东垒头
村党支部书记刘振军的电话。建议
对方将大棚长度从100米改为 200
米，以便充分利用土地空间，考虑
到当地冬季雪比寿光大，又提醒建
更坚实的立柱式大棚。“崔书记，我
们照你的建议来。”电话那头刘振军
说。

两人结缘来自雄安新区组织村
党支部书记前来寿光考察学习。刘
振军看到崔岭西村从乱到治、从
穷到富的巨变，决定按照崔岭西
村“六统一”模式建设一期150亩
大棚园区，随后双方达成合作协
议。“六统一”包括农资供应、技
术服务、生产标准、质量检测、
包装销售、品牌注册。“我们村常
年种植小麦、玉米，对种植大棚
一窍不通。但从建棚开始，崔书
记提供标准化服务，我们种棚就有
信心了。”刘振军说，他们村里计划
用三到五年时间建成3000亩高标准
温室大棚。

这是崔岭西村第一次把自己探
索的番茄、甜瓜全产业链种植模式
在雄安新区推广。而在五年前，崔
岭西村的番茄存在卖货难、菜价
低、货款不及时结算的问题。

“以前，各家有各家的种植办
法，施肥用药不一样，种出的番茄
大小不匀，品相不好，价格上不

去，我们心里很着急，却不知道怎
么办。”该村村民崔江元说。

种植户的问题让当选为村党支
部书记的崔玉禄意识到突破市场的
重要性。2014年5月，崔玉禄带头
领办了众旺果蔬专业合作社。为打

开市场，他和两个党员去了满洲
里，天天找客户分名片，几年时间
里，慢慢地把菜卖到了俄罗斯。如
今，众旺果蔬专业合作社与出口公
司签订长期合作协议，蔬菜直接配
送到俄罗斯各大超市。

“我们种的菜合作社统一收购，
不愁卖，每斤番茄价格还比其他地
方贵两三毛钱。”崔江元说。现在全
村130多户种植户全部加入了合作
社。2020年，该合作社成为国家级
农民合作社示范社，每年出口蔬菜
近2万吨，销售额超1亿元，每年
增加村集体收入60万元。

为确保种出高质量番茄、甜
瓜，崔玉禄从2020年带领社员探索
标准化种植，逐渐形成了“六统
一”标准。

“六统一”标准让崔岭西村村民
切切实实尝到甜头。崔江元实种面
积 2 亩多的番茄大棚，一年种两
茬，每茬结果1万多斤，年毛收入
20 万元左右。棚内配有自动放风
机、自动卷帘机、水肥一体机、植
保机等智能设施。过去崔江元夫妻
两人最多能管理 2 个 60 米长的大
棚，现在可以轻松管理3个 100米
长的智能大棚。

依靠标准化种植，崔岭西村
1500亩地里“长”着360个蔬菜大
棚，年产万余吨果蔬，户均存款超
过30万元，村集体收入由2014年
的 5 万元跃升至 2021 年的 430 万
元。而在2014年前，户均存款不足
10万元。

今年，崔岭西村建成了寿光第
一家蔬菜科技馆，建好了蔬菜分拣
中心，并规划建设家庭农场，让更
多参观者感受现代农业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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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语有云：欲知平直，则必
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作
为农业大省，河南把农业标准化
作为推动农业发展、助力乡村振
兴的切入点，立足良好的资源优
势，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全
省农业逐步向规范化、标准化生
产的新型农业道路迈进。

走进南阳市西峡县丁河镇丁
河村华联猕猴桃种植专业合作社
的基地，郁郁葱葱的藤蔓之下，
一个个沉甸甸的猕猴桃挂满枝
头，散发着淡淡的清香。

合作社负责人庞进超从 2014
年建园就开始标准化种植，带领
300名村民发展猕猴桃种植6000多
亩，年收入达8000万元。“只要一
项项比照着标准干，自家地就能提
高产量。对于农民来说，这是最简
单有效的技术推广方式。标准的制
定也标志着技术的成熟，让采用标
准化种植的农民心里更有底。”庞
进超说，“自开展标准化种植以
来，市场监管部门推动构建‘县有
示范乡、乡有示范村、村有示范
户’的示范带动体系，让标准得到
了更大范围的推广。”

西峡县 20世纪 80年代就将猕
猴桃、山茱萸和香菇三大特色产
业作为发展方向，围绕三大支柱

产业，先后制定了 《河南省山茱
萸生产技术规范》《地理标志产品
西峡猕猴桃》《地理标志产品西峡
香菇》 等农业地方标准及技术规
范 34项，实现了农产品生产、加
工、流通各环节均有统一标准和
技术规范。

标准决定质量，有什么样的
标准就有什么样的质量，只有高
标准才有高质量。截至目前，西
峡县打造出 12.5 万亩猕猴桃人工
种植基地、22 万亩标准化山茱萸
基地和 110 个香菇种植专业村，
香菇、猕猴桃、山茱萸三大特色
产业年综合产值达 200 亿元，全
县农民收入的60％以上来源于此。

西峡县特色产业发展是全省
农业迈进规范化、标准化生产新
型农业道路的缩影。

南阳市围绕艾草产业发展，
参与制定了清艾条国家标准，主
导制定了 《艾栽培技术规程》 等
省地方标准，制定发布了2项市地
方标准，相关团体和企业制定了4
项团体标准和 2318 项企业标准，
让标准助力“小艾叶”有大作为。

安阳市在建成农药、肥料、
蔬菜、粮食、林果等 11 个农业标
准体系基础上，积极推进示范项
目标准体系建设。2019 年以来，

安阳市建立了内黄特色花生种植
精准扶贫标准、龙安区龙泉镇美
丽乡村标准等 6个项目标准体系，
累计建立各类示范项目标准体系
41 个，有力支撑了安阳市特色农
业产业规范化、规模化、品牌化
发展。

鹤壁市围绕优势农产品，建
立了 10 类主导农产品标准体系，
围绕重点领域，建立粮食高产创
建标准体系、畜禽养殖加工标准
体系、农业社会化服务标准体
系，累计收集、制定各类标准
2000 余项。以 《玉米单交种浚单
1538 栽培技术规程》《农产品地
理标志产品生产规范》《禽类屠
宰场建设管理规范》 等为代表的
地方标准，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技
术、检验、管理等规范，全市大
宗农产品标准化种植率、标准化
养殖率均达90％以上。

在省级层面，河南围绕现代
农业发展，加快种子种苗、疫情
防控、投入品安全等种植养殖环
节，质量分级、加工流通、仓储
物流、产品追溯等农产品生产流
通环节和农田水利、农业气象、
农业机械化、农业社会化服务等
农业生产保障环节标准制定，构
建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体系。

仅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近年来
河南就组织制定了 《旱地小麦玉
米周年减灾生产技术规程》《水稻
抗倒伏减灾技术规程》等7项地方
标准。

此外，围绕农业农村绿色发
展，河南加快制定农村道路、农
村水电绿色改造、农村饮用水安
全、农村污水垃圾处理、农村厕
所改造等农村人居环境标准和水
产养殖污染防治、畜禽粪污及废弃
物资源化利用、森林草原湿地生态
保护与修复等农林生态标准，打造
能留住乡情、乡韵、乡愁的美丽乡
村；围绕乡村治理和农村文化建
设，加快制定村级事务公开、就业
服务、公共卫生、养老、法律服务
等标准，以及农村公共文化建设、
传统村落保护、民间传统艺术保护
与传承等标准。

据统计，在现行的41414项国
家标准中，河南参与制修订 3509
项，参与度为 8.5％； 2021 年至
今，河南已参与制修订国家标准
313项，参与度超过13.7％。近年
来，河南省积极参与国家标准制
修订，通过参与制定标准，引领
了产业发展，为国家的标准化事
业发展贡献了河南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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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农业向规范化标准化迈进

崔岭西村：标准化让菜农迈上致富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