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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郑州 12 月 18 日电（记者王丁、宋
晓东）虽已深冬，眼前的麦田却是一片生机，冬
小麦齐刷刷地冒起头，迎着寒风装扮着中原大
地，昭示着来年的丰收。改革开放 40 年间，河
南从“中原粮仓”“产粮大省”迈向“农业强省”，
努力守住并打好这张“农业王牌”。河南农业在
“种什么”“卖什么”“干什么”上下功夫，转变生
产方式、延伸产业链条、强化科技创新，让“多
的好起来”“大的强起来”“土的‘洋’起来”，在改
革发展中迎来三重“蝶变”，实现了从“填饱肚
子”到“过好日子”的蜕变。

让多的好起来 从“产量农

业”到“高效农业”

今年麦收的时候，河南永城市的种粮大户
侯建理心里直打鼓，因为天气不好，1000 多亩
麦子从种到收连遭 5 次灾，一亩地减产 200斤，
可没想到卖完粮才发现是虚惊一场。由于种植
的是优质强筋麦，虽然减产了但质量好，面粉厂
订单收购，每斤价格比普通小麦高了两毛钱，减
产没减收。

粮食高产曾是河南农业的一块金字招
牌，河南常年种小麦 8000 万亩以上，产量占
全国四分之一，历史上河南夏粮生产曾保持
“十三连增”。但随着农产品供给结构矛盾的
出现，河南也开始遇到“卖粮难”“买粮难”的尴
尬，调整农业种植结构成为河南农业发展的
重头戏。

在确保粮食生产能力持续保持在 1200 亿
斤以上的前提下，河南把优质高效供给作为转
型的重要一步，鼓励发展优质小麦，将全省划分
为豫北强筋、豫中东强筋、豫南弱筋等 3 个优质
小麦生产区。2017 年，河南建成千亩以上单品
种规模连片种植区 1769 个，优质麦总种植面积
达到 840 万亩，优质小麦带动农民直接增收
2 . 5 亿元。

今年刚收完秋，河南延津县西朱村村民程
学伟就赶忙种上了优质小麦，“谁说农民不愿意

种地？现在种优质麦不愁卖价还高，越干越起
劲。”

让大的强起来 从“原料农

业” 到“品牌农业”

河南一直被称作农业大省，却不是农业强
省，一字之差反映出河南在农业产业发展上的
短板。长期处于种地卖粮的“原料农业”阶段，
让河南在农业生产上付出多、贡献大，却始终
处于农业产业链条的底端。

改革开放以来，河南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
业，构建产业链、组合供应链、提升价值链，传统

农业插上产业化的翅膀，一批农业企业迅速成
长，一批农产品品牌勃然而出。河南“土特产”成
了市场“名牌”，实现了从卖粮食、卖原料，到卖
食品、卖品牌的转变。

在新郑市，一颗颗小红枣做成了大产业，
好想你这个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小农企，从卖
原枣起步一步步做大，产业链不断延伸，2011
年成功上市，目前公司市值超百亿元。“现在
我们探索红枣的主食化、提取红枣酵素作养
生饮料，红枣产业已经升级到了 4 . 0，毛利率
比初期提高了 20 个百分点。”好想你公司副
总经理石聚领说。

利用当地小麦的品牌资源，延津县引进了

克明面业、中德合资云鹤食品等多家食品和
白酒饮品企业，形成了以小麦为头雁、以“专
用粉—面条—速冻食品—烘焙食品”和“白
酒—包装—电商—物流”产业链为两翼的
“雁阵”发展布局。目前，河南依托独具优势
的农业资源打造出了万亿级的食品产业，一
大批“河南牌”农产品走进国人厨房，摆上世
界餐桌。

让土的“洋”起来 从“天工

农业”到“智能农业”

提到农民、想到农业，不少人会习惯性地
想到“面朝黄土背朝天”“干活累兮兮，日子苦
哈哈”，然而在河南，改革开放的 40 年间，农
业的“干法”已经悄然发生改变。

在河南浚县，种粮大户张玉峰家里装着
一块电子显示屏，滚动播放的是他承包的
2000 多亩地里的温湿度、土壤墒情、病虫害
信息等，过去种地靠经验的“老把式”如今也
玩起了大数据。鹤壁市气象局气象台台长任
丽伟说，在鹤壁农民种田用上了卫星，通过
一套叫星陆双基的系统，可以实时获取 7 类
农业参数，及时提供病虫害防治、小麦最佳
收获期等重要数据，每亩增产 50斤。

“智能农业”不仅让农业“洋气”起来，更
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成本，改写了传统
的农业生产。如今在河南大部分地区，已经
看不到“一个老农一头牛，一把镰刀扛肩头”
的画面，一批新农人从城市回到乡村利用现
代科技干农活。利用卫星遥感技术种植和田
间管理，5 个人能种一万亩小麦；一台 3 米
多高的收割机作业，一天的作业量就相当于
过去 200 个农民，农业生产迈进了智慧时
代。

走过改革开放 40 年，河南的农业农村
实现了历史性巨变。如今，乡村振兴又揭开
了“三农”发展的新篇章，河南农业还将在改
革发展中继续砥砺前行。

从“填饱肚子”到“过好日子”
改革开放 40 年河南农业三重“蝶变记”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 8 日电 (记者白
瀛)水集二村位于青
岛莱西市区中心，是
典型的“城中村”。改
革开放 4 0 年来，水
集二村在全体党员
和广大村民的支持
下，从“村办企业第
一村”到“市场专业
村”，再到“青岛市百
强村”“山东省十大
名村”，村集体经济
不断发展壮大，2017
年人均纯收入 21922
元。

连日来，水集二
村党支部书记姜殿
平都准时收看政论
专题片《必由之路》，
片中展现的 40 年来
国家的变化，让他深
有感触。

“40 年来，我们
国家从衣食住行各
个方面确确实实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但是我们要永远
不满足，艰苦创业，
继续奋斗，一步一个
脚印把老百姓幸福
生活作为目标，让我
们的国家富强，让老
百姓能得到实惠、幸
福。”姜殿平说。

政论专题片《必
由之路》全面总结了
我国改革开放 40 年
来取得的成就和经
验，11 日至 17 日在
央视播出，引发社会
关注。

福州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教授舒
展说，《必由之路》从
历史之约、关键抉
择、伟大跨越、力量
之源、立国之本等脉
络，展现中华大地发
生的感天动地的伟
大变革，凸显改革开
放的重大意义和伟
大成就，彰显了“四
个自信”。

“4 0 年沧桑巨
变，这是中国人民在
人类发展史上所创
造的伟大奇迹，造就这个奇迹的密码，就是坚持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舒展说。

重庆市北碚区天生街道泉外园社区党委书记胡
萍说，《必由之路》回顾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也
诠释了今天幸福生活，展望了未来美好前景。

“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们社区也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特别是最近几年，社区居委会和工作站分
离，让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从繁重的事务中抽出来，打
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胡萍说。

内蒙古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傅锁根说，
《必由之路》是一部非常鲜活的教科书，展现出中国
人从昨天怎样走到今天，怎样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
强起来的过程。

“《必由之路》给我们以深刻启迪，就是改革开放
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是当代中国一切发
展进步的最根本之所在，也是新时代鲜明的特征。”傅
锁根说。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能源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曹海
霞说，《必由之路》中的每一个场景、每一个镜头，都
能唤起亲历者的共鸣。“我由衷感到，改革开放是人类
发展史上最伟大最成功的革命实践，是我们中华民族
走向伟大复兴的关键抉择，是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
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必由之路。”

江西省丰城市丽村镇党委书记朱凤英说，《必由
之路》全方位展示了我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伟大历
程，是一部国家民族砥砺奋进的壮丽史诗。“祖国是个
大家庭，伟大变革让我们国家更加富裕强盛，更让我
们每一个小家发生了巨大变化。”

江苏省泗阳县众兴镇詹庙社区副主任陈前祝说，
《必由之路》既是对我国改革开放 40 年历程的回顾，
也为他今后的工作提供了力量源泉，指明了前进方
向。“作为一名社区干部，我有责任将党的方针政策第
一时间传递到田间地头，让百姓日子越过越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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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成都电（记者赵文君）从艰苦的马班
邮路到摩托车、货车运邮，从无人机运邮到邮政
快递助力农特产品走出去。改革开放 40 年来，
四川大凉山区经历了不同寻常的邮路变迁，邮
路，已经从单纯的邮件传递，变成了老百姓的脱
贫路、致富路。

悬崖村飞来无人机送货

一架满载报刊和快递包裹的无人机在邮政
工作人员的操作下，从四川省凉山州昭觉县支
尔莫乡悬崖村脚下起飞，半小时后，飞抵悬崖村
所在的山顶。

地处大凉山区的悬崖村，因为偏远闭塞、
贫穷“出了名”。以前村民上下山靠绳索攀爬，
路途艰险不说，单程要用两三个小时。今年 1
月，昭觉县邮政开通了悬崖村无人机邮路，将
原先两、三个小时的步行邮路缩短为半小时飞
行。

悬崖村驻村第一书记帕查有格说，两年前，
政府出资为悬崖村加固了钢梯。去年 7 月，又开
通了昭觉县至悬崖村的邮路，并在悬崖村上设
置了村邮站，安排了一名代办员，开通了函件、
包裹、印刷品和汇兑等业务。

“今年以来，悬崖村卖出蜂蜜 400 余斤、核
桃 500 余斤、花椒 30 余斤，通过邮政寄递，帮助
村民脱贫增收。”帕查有格说。

壑大沟深，是大凉山地区的典型地貌。这里
的盘山公路崎岖坎坷，国道公路边就是悬崖深

渊，不少村落位于“仰望时帽子都会掉”的山崖上。
“在大凉山区，与传统投递方式相比，利用

无人机送报刊和小包裹，在投递成本、安全和效
率等方面均有明显优势。”昭觉县邮政公司经理
阿俄友尔说。

据介绍，凉山州目前已开通 6 条无人机邮
路航线、覆盖 6 个乡镇及建制村，从今年 3 月试
点至今，已经飞行 826 架次、总里程 2016 公里、
运送各类邮件 2000 公斤。

邮政网点变身综合服务网点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凉山州全州邮路只
有 4 条，各县到乡镇的农村邮路只开通到较
大的乡镇，未开通的乡镇邮件运输全靠人挑、
马驮。

凉山州邮政管理局局长邵建洲从 1991 年
进入邮政系统工作，经历了邮路发展的巨大变
化。他说，乡邮员王顺友走过的马班邮路，就在
凉山州木里县，那时走一趟来回至少需要 14
天，不仅要骑马带帐篷，有时还带着一只狗，因
为孤独。

“那时寄一封平信邮资 8 毛，但在马班邮路
上，送一封信的平均成本要 12 元。”为了解邮政
的经营状况，邵建洲几乎每年要跟着王顺友走
一次艰险的马班邮路。“每走一次都想写遗书。”
邵建洲说。

2014 年，凉山州的马班邮路从 2013 年时
的 27 条减少到 1 条。2017 年，随着木里县三桷

垭乡公路的开通，凉山州从此结束了马班邮路
的历史。

从 2013 年到 2016 年，随着基础交通的改
善，凉山州陆续补建了 476 个乡镇邮政网点、
1526 个“村邮站”。这些网点不仅为群众提供邮
政基本服务，更成为乡村的综合服务网点。

记者在昭觉县竹核乡邮政所看到，这里不
仅可以办理基本邮政业务，还叠加了生活用品
销售和便民服务，可以代购电费代缴电话费等，
代办员帮着群众在邮乐网上销售农特产品。

补建像竹核乡这样的邮政所，邵建洲和他
的同事们付出了很多心血。有一次下乡途中险
些遭遇车祸。“车子突然刹车失灵，边上就是悬
崖，司机反应快，拉着手刹冲着山坡冲过去，反
复几次终于停住。后来一检查，发现刹油管被剐
裂，刹车油全漏完了。”邵建洲说，当时从西昌到
昭觉正在修路，路面坑坑洼洼，现在已经全部修
通了柏油路。

邮政快递助力大凉山“宝贝”

走出去

凉山州地处河谷地区，光热资源充足，有丰
富的水果资源。雷波脐橙、盐源苹果、米易琵琶
等名优特产，前几年因为道路崎岖难以“走出
去”，好果子卖不上好价钱。

“80 后”创业者孙光梅，10 年前从零开始
做快递，10 年后成为西昌市一家寄递公司的企
业合伙人，并成立了食材公司销售农产品，去年

销售额超过 100 万元。
孙光梅回忆，2008 年时，交 5000 元保证

金就可以拿下西昌市一家快递企业的加盟承
包点。孙光梅有想法却又不敢干，先去应聘了
快递客服。“只上了 3 天班，我就发现这是一个
崭新的行业，于是决定大胆地承包。”孙光梅
说。

孙光梅刚入行时，一辆电动自行车拉的货
就是一天的快件量。3 个月后，赶上了 2009 年
的第一个“双 11”，全家人忙得连轴转。“当时我
孩子才 7 岁，老公白天出去送货，孩子坐在电
瓶车前面帮他打电话。晚上带着孩子一起在门
市分拣包裹，孩子困了就找个角落躺下睡觉，
身上盖的是装快件用的编织袋。”谈起创业的
日子，孙光梅感慨万千。

2013 年开始，孙光梅发现很多人到快递
网点寄水果，了解到电商平台的水果销路很
好，孙光梅发现了新的商机。“利用快递的网
络优势，比单纯做电商更有优势。”孙光梅大
胆组建了电商小团队。

在摸爬滚打中，孙光梅琢磨出了经验：因
地制宜制定符合当地农民需求的代售服务，
专职对接田间瓜果的采摘、发货及售后服务
跟踪等事宜。在快递环节，设计具有防摔减震
功能的专业包装盒，减少鲜果在运输途中的
损坏。

“大凉山‘宝贝’的出山之路才刚开始，希
望农产品销售路子越走越宽，助力群众脱贫
增收。”孙光梅说。

从马班邮路到无人机运邮
大凉山邮路变迁记

▲在河南新郑市红枣小镇举行的庆祝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上，游客在活动现场参
观（9 月 23 日摄）。 新华社记者朱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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