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点一：河南省玉米育种取得新佳绩 玉米新品种亩产一吨粮

近年来，我省在攻关体制机制上加大创新力度，以企业为

主体组建一批创新攻关联合体，在全国率先探索构建了“1

个企业+1位首席科学家+N个科研单位和企业”的联合攻关

新机制、新模式，“现代959”“现玉534”就是我省农业

良种联合攻关“高产多抗宜机收种质资源创制和新品种选

育与应用”项目推出的两个玉米新品种。据了解，“高产

多抗宜机收种质资源创制和新品种选育与应用”项目已选

育出34个高产多抗宜机收玉米新品种，表现比较突出的有

“现代959”“现玉534”“现代464”“京科682”等。

热点二：2023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河南省主会场活动在信阳浉河区举行

9月23日，2023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河南省主会场活动在信阳

市浉河区浉河港镇桃园村举行，来自各地的农民朋友们欢

聚一堂，一起分享丰收的喜悦。在丰收成果展展台前，副

省长李酌与老茶农、新农人、返乡创业代表深入交谈，了

解产品生产销售情况，鼓励企业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

用品质和诚信打造品牌，把农产品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据

悉，我省2023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以“庆丰收促和美”

为主题，进一步激发全省农民群众干事创业的热情，展现

我省“三农”发展新成就。

截至10月11日17时，全省秋作物已收获10 798万亩（占

90.8%），粮食作物已收获7 018万亩（占91.7%），其中

玉米5 521万亩（占96.0%）、水稻773万亩（占87.8%）；

花生已收1 840万亩（占94.8%）。秋分早，霜降迟，寒露

种麦正当时。小麦要高产，七分在于种，三分在于管。多

年生产实践证明，要实现小麦丰产，一是种子要好，二是

要播种好。各地要加强监管，确保秋播用种安全，要拌好

种、施好肥、整好地、播好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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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三：河南省秋作物收获超九成 玉米收获已达96%



热点四：省农村社会事业中心召开亚行贷款省畜牧养殖完工清算总结会议

会议认为，亚行贷款河南省畜牧养殖及产品安全示范项目

之所以能够扎实开展、有序推进、取得实效，主要是上下

协同、共同努力的结果。一是有完备的项目管理机构提供

组织保障，二是有负责的项目管理团队和人才队伍保驾护

航，三是有科学的管理办法作为项目实施准则，四是有专

业的咨询服务团队提供技术支撑，五是有完善的日常管

理措施保障项目建设。成绩来之不易，扫尾工作要继续保

持连贯性，主动跟进，密切对接，为项目画上一个圆满的

句号。

热点五：花生喜丰收 迎来好“钱”景

眼下，正值花生收获的季节，在镇平县侯集镇乔其营村的

田间地头，随处可见农户们抢收、拉运、晾晒花生的身

影。在秋日的阳光下，大家享受着丰收的喜悦。据悉，花

生是镇平县的主要油料作物，今年种植面积29万亩。近年

来，镇平县把花生作为增加农民收入的农业主导产业，不断

加大花生生产力度和科技推广力度。该县通过引进优质花

生品种、农技专家精心指导、提升农户田间管理水平，如

今花生长势良好，果多粒满，为丰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今

年花生的丰收也进一步提振了农户发展花生产业的信心。

热点六：切实抓好“三秋”生产 坚决扛稳粮食安全重任

10月3日，省政府召开全省秋收视频调度会，分析研判近期

降雨对“三秋”生产的影响，调度各地秋收进展情况，安

排部署下步重点工作。会议指出，各地要坚定必胜信心，

坚决打好秋收工作收官战，确保实现全年1 300亿斤粮食生

产目标。并强调各地要分类科学收获，要进一步加强烘干

能力统筹调配，强化供需对接，全力开展烘干服务。要精

准调度农机，坚持“一县一策、一乡一案”，逐村、逐地

块对接农机。要抓好粮食收储，尽快腾仓备库，做好秋粮

收储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