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展特色农业 实现强场富民

———国有淮滨农场发展纪实
辛惠子

科技支撑 转变传统生产方式

发展特色农业，就是要不断强化科技支撑，利用新技术转变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国有淮滨
农场以零二分场为试点的阳光温室蔬菜大棚， 现已建成育秧育苗大棚

2

个、 蔬菜日光温室
30

栋，硬化大棚四周水泥路面
2000

米、排水沟
3500

米，架设水泥线杆
20

根，铺设线路
1200

米，并
对路旁进行绿化。成立了蔬菜生产公司，从山东寿光聘请科技人才作技术指导，为大棚承包户提
供蔬菜生产中的培土、无公害种植、病虫害生物物理防治、保鲜贮藏等一系列先进适用技术，使
蔬菜大棚科技含量大大提高。 目前大棚蔬菜长势喜人，辣椒、黄瓜、生菜等新鲜蔬菜已上市销售，年产
各类蔬菜

30

万斤，经济效益达
80

万元，缓解了群众吃菜难、吃菜贵的问题，实现农工增收、农场
增效。

强强联合 建设无公害杂粮、蔬菜基地

为扎实推进农业科技园区建设， 国有淮滨农场与信阳农专联合建立
1000

亩无公害优质杂
粮、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

3000

亩良种繁育基地、

300

亩中药材基地、

300

亩烟叶生产基地。 硬化
生产路

8

公里，铺垫路基
4

公里，开挖排灌渠
12000

米、界线沟
3.5

公里，建设桥涵
32

座。以基地
建设为起点，逐步向专业化、产业化、现代化农业方向发展，力争通过实施无公害粮食蔬菜基地
改造，完善水、电、路等基础建设，推广无公害优质粮食蔬菜生产技术，严格按无公害优质粮食蔬
菜生产操作规程组织生产，在农场建立

4000

亩无公害粮食示范基地、

1000

亩无公害蔬菜基地项
目，年产无公害粮食

400

万公斤、蔬菜
300

万公斤；种植无公害水生类蔬菜
200

亩、茄果类蔬菜
400

亩、瓜果类蔬菜
400

亩，年总产值约
3800

万元，达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提高的目的。

突出特色 发展优质富硒大米、杂粮

国有淮滨农场在固城、陈楼、王楼
3

个分场种植优质富硒大米
300

亩，亩产
1100

多斤；种植
杂粮

200

亩（黄豆、红豆、绿豆、荞麦、小米、玉米糁），亩产
650

多斤。 富硒大米通过精加工，生产
出来的诱人香牌富硒大米采用独特生物防病技术，原始的耕种模式，施用安全、低残留农药和生
物肥料，选用优质品种，利用国有淮滨农场地处淮河、白露河、洪河三河汇聚处独特的气候和地
理优势，在生育期喷施富硒等多元素营养液，产品符合中国绿色食品标准。食品的农残、化残、重
金属含量都在安全指标内。无论是大米的外观，还是食味性和营养品质等各项指标，均低于有机
食品标准，高于无公害和普通食品标准，年产效益可达

120

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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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淮滨农场建于
1952

年，农场总部地处淮滨县行政
新区，下辖

6

个分场
1

个社区，分布在
8

个乡镇结合部。场党
委下设

9

个党支部，党员
80

人。全场现有总人口
4770

人，其
中职工

637

人，管理人员
64

人；土地面积
12100

亩，其中耕
地面积

8810

亩。

近年，国有淮滨农场坚持以发展特色农业为战略，以市
场为导向，以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以农业产业化经营为主
线，以优化农业结构为突破口，以科技创新为动力，全面提
高了农产品品质和市场竞争力，各项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目前， 国有淮滨农场已成为加快发展的样板区、科
学发展的示范区、改革发展的先行区、和谐发展的宜居
区。 先后被信阳市委、市政府评为“河南省农村改革发展
综合试验区建设先进乡镇（场）”，市级文明单位、卫生单位。

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

陈楼分场高油大豆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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