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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小麦育种学科带

头人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许为
钢已经从事小麦育种工作 30 余
年。 他的发言从周口的小麦育种
业谈起。 “多年以来，周口为河南
省乃至黄淮平原的小麦品种更

新换代和小麦产业发展作出了

重要贡献。 ”
许为钢认为，周口国家农高

区和杨凌国家农高区有着一定

区别。 “杨凌国家农高区比较注
重农业科学单项技术的创新引

领，其农业现代技术的先进性比
较突出。 而周口国家农高区是将
产业作为最鲜明的特色，是以小
麦为主导产业，着力打造小麦产

业创新发展引领区、黄淮平原高
质高效农业示范区、全国乡村振
兴典范区。 ”

目前， 许为钢所带领的小麦
分子育种团队，以高产、优质、绿
色为研究方向， 致力于小麦品种
的研发、保障和供给。 “我们将加
强与周口市农科院的合作， 共同
选育具有示范作用的小麦品种。
同时继续和小麦全产业链条的相

关科研团队密切沟通、相互协作，
推出更多小麦产业科研成果。 我
们相信，只要我们各展所长、精诚
团结、深入推进，周口国家农高区
一定会展现出现代小麦产业和未

来小麦产业的风貌。 ”

周周口口国国家家农农高高区区最最鲜鲜明明的的特特色色是是产产业业

“中国粮仓看河南，河南粮仓
看周口。 周口在全省粮食生产的
布局中具有重要地位。 但是作为
传统农区， 农业高质量发展面临
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 周口国家
农高区的建设关乎全省农业高质

量发展， 也关乎千万周口人民的
福祉。 ”省农科院副院长卫文星对
创建周口国家农高区充满期待。

那么他心目中的农高区是什

么样呢？ 卫文星接连用了“五个一
流 ”：“国家农高区要有一流的创
新平台、一流的创新主体、一流的
创新生态、一流的创新人才。 这些
将成为周口国家农高区最亮丽的

底色。 要想实现这些远景目标，最
关键是要有一流的创新制度。 如

果没有制度的创新，前面的‘四个
一流’将很难实现。 ”

卫文星表示， 对于周口国家
农高区的创建， 省农科院有责任、
有义务、有能力、有信心。 “省农科
院一直高度关注周口国家农高区

申报和创建工作。 去年 9 月，省农
科院与周口市政府签订了战略合

作协议，围绕创建周口国家农高区
布局谋划了一系列工作。我们在周
口设立了国家生物育种中心，并将
设立省农科院郸城分院提上议事

日程。 省农科院将举全院之力，全
力推动周口创建国家农高区，为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 实现农民增收、
推动黄淮地区农业高质量发展作

出积极贡献。 ”

创创建建周周口口国国家家农农高高区区要要瞄瞄准准一一流流

“近年来 ，每一次来周口 ，都
为国家农高区而来。 ”河南农业大
学校长介晓磊表示， 他为周口国
家农高区的创建倾注了很多的时

间和热情。
“作为农业大市，周口的小麦

生产在黄淮平原具有典型性和代

表性。周口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
理清思路，通过创建周口国家农高
区，闯出一条传统农区农业高质量
发展的新路子，为黄淮平原农业发
展起到示范带动作用。 ”介晓磊认
为，创建周口国家农高区不是阶段

性的工作任务，而要把其当作发展
的一个“主战场”。 要放大格局、高
位谋划，瞄准一二三产融合，推动
农业全产业链发展。要在完善体制
机制上下功夫， 建立以政府为主
导、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
多元参与的创建格局。要围绕打造
小麦全周期生产体系，建立从粮食
到厨房、到餐桌的全产业链。 要建
立开放协同创新体系，聚焦农业高
新技术，多学科融合、多部门协作，
聚集各种创新要素，实现“自我造
血”。 ①7

创创建建周周口口国国家家农农高高区区要要高高位位谋谋划划

�� “创建周口国家农高区是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 推进黄淮平原
农业转型升级的关键举措， 对推
进黄淮平原农业现代化和经济高

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必将为
周口的现代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

事业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南京
农业大学智慧农业研究院院长曹

卫星认为， 创建周口国家农高区
恰逢其时。

曹卫星指出，在创建国家农
高区的过程中 ， 周口要保持定
力、久久为功。 要全力推动生物
种业发展，有序推进生物种业产
业化应用，开展种源“卡脖子”技
术攻关。 要加快构建智慧农业，
通过技术创新与产品应用相结

合， 建设数字农田与智慧农场，
大力实施科学种植和精确管理，
以农业大数据中心 、 农田物联
网 、智慧平台 、现代农机装备等
为载体，推进智慧生产技术的开
发应用，为建设农业创新引领示
范区提供数字化支撑和智能化

服务。 要注重农副产品加工业，
瞄准高附加值产品，开发应用农
副产品加工产业核心技术，推动
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变，做大
做强小麦精深加工业，加强产学
研合作和科技成果转化，打造集
原料基地、加工转化、仓储物流、
市场销售等为一体的农副产品

精深加工产业集群。 要努力扛牢
国家粮食安全重任，坚持藏粮于
地 、藏粮于技 ，打造全国重要的
粮食生产核心区，稳步提升粮食
产能。

谈及发展定位，曹卫星指出，
周口国家农高区要围绕小麦全产

业链， 充分发挥科研团队和科研
人才优势， 深入分析研究发展新
思路 ，加强科研创新，促进农业
特色化、绿色化、标准化发展，增
强农业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同时积极推进一二三产融合发

展，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为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作
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深度思考、智慧碰撞，深化合作、共谋发展。
3 月 19 日， 在周口国家农高区创建项目签约会上，

来自省内外的专家齐聚一堂， 以全局的视野、 前瞻的眼
光、专业的学识，围绕如何深入推进创建工作，就科研、创
新、平台、制度等方面发表真知灼见，为创建周口国家农
高区建言献策、把脉问诊。

创创建建周周口口国国家家农农高高区区恰恰逢逢其其时时

“农”字为先 “创”字为要
———省内外专家围绕创建周口国家农高区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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