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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四省”中的河南、山东最近又
在组团搞事情了。12月11日，河南省领
导带队亲赴山东，双方召开了鲁豫毗邻
地区合作发展第一次联席会议。

会议直接就来干货，专门聚焦两省
相接地区的互联互通、融合发展，范围涉
及两省8个地市以及省内相关部门，大
家作规划、谋举措、签协议。内容包含交
通建设、产业合作、共建民生项目等多个
领域。比如，打造兰考、曹县木材加工产
业经济带，未来我们可能会看到兰考民
族乐器和曹县汉服“组团”出海。再比如
范县和莘县，在医疗养老资源共享、人才
交流服务等领域联合解决困难。说白了
就是打破行政壁垒，让大家有劲儿一块
使，互相补位共同发展，毕竟远亲不如近
邻嘛。

说到这里，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一
年前的这个时候，豫鲁之间第一条直通
高铁济郑高铁刚刚开通，就此两个邻居
有了期盼已久的“桥梁”。从黄河对赌协

议的双赢，到豫鲁文旅互相喊话，再到上
个月济南市党政代表团赴郑州学习考
察，一年间双方的合作互动用“甜蜜”这
个词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实际上，山东、河南作为北方经济大
省、“GDP 担当”，这些年都处于转型发
展的关键期。而放眼全国，跨省区域合
作已成大势，无论是长三角、京津冀还是
长江经济带，都在合作发展上走在前列，
尤其是在产业的连接上更为紧密。所
以，如何更好地利用黄河重大国家战略
的历史“红利”，是豫鲁两地面临的共同
课题。

这次会议，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从
毗邻地区的合作入手，从小做起，以点带
面，同时也是两地对合作方式的探索尝
试。

网友们口中“山河四省”的称号，实
际上承载了对这几个省份共同发展的期
待。希望咱们和邻居们抱团取暖，都能
越来越好。 史博翰 杜青 赵闻户文杰

■大象时政＋聊会儿

豫鲁开启“组团”新模式

2024年全年粮食播种面积
16165.7万亩，比上年减少12.2
万亩，下降0.1%。夏粮播种面
积 8515.2 万亩，比上年减少
15.9万亩，下降0.2%。其中，小
麦播种面积8513.1万亩，比上
年减少 16.0 万亩，下降 0.2%。
秋粮播种面积7650.5万亩，比
上年增加3.7万亩，增长0.1%。
其中，玉米播种面积5799.9万
亩，比上年增加3.4万亩，增长

0.1%。
河南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

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要求，在
粮食价格低位运行的背景下，严
格耕地用途管制，坚决遏制耕地

“非农化”、防止“非粮化”，把粮
食播种面积任务落实到市县、乡
村、田块，持续加大强农惠农富
农政策力度，充分调动农民种粮
积极性，坚决稳住保障粮食安全
的面积基础。

一、粮食播种面积稳中略降

记者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获悉，团
体标准《电视机通用遥控技术要求和测
量方法》于日前正式发布。该标准规定
了电视机通用遥控技术的要求和测量方
法，适用于电视机及配发的通用遥控器
的开发、生产、应用和测量。

据悉，这项标准由国家广播电视总
局广播电视规划院同中国电子技术标准
化研究院、多家电视机厂商以及遥控器
方案商共同起草编制。它与广电总局今
年10月发布的《机顶盒通用遥控技术要

求和测量方法》行业标准一起，为消费者
实现“一个遥控器看电视”提供全方位技
术标准保障，将有效解决困扰消费者的

“遥控器多、操作复杂”问题。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广电总局聚

焦解决人民群众关切，全力推进电视操
作复杂治理工作，一体化推进通用遥控
器研发和标准制定工作。目前，通用遥
控器研发已全面完成，2025年将启动应
用推广。

大象新闻

□大象新闻记者 卢家民
12月13日，文化和旅游部发布《关

于拟确定19家旅游景区为国家5A级旅
游景区的公示》，19家景区拟确定为国
家5A级旅游景区，新乡市宝泉旅游区
成为河南省唯一一家入列景区。公示期
自2024年12月13日至12月19日。

宝泉旅游区位于河南省新乡市辉县
市境内，总面积110平方公里,由大峡谷
和崖天下两大园区组成，洛伽寺索道和
洞穴观光电梯南北分置，实现悬崖与峡

谷，上下连通，立体畅游。宝泉旅游区森
林覆盖率98%，平均海拔1150米，年平
均气温18℃，是理想的观光、度假、戏水
和避暑胜地。

宝泉大峡谷，以水冠太行，高峡平
湖、潭瀑相连，秘境丛幽，见龙瀑、双龙
瀑、玉女瀑、飞龙瀑、青苔瀑等十多处形
态不同的瀑布组成的“中华千瀑谷”堪称
太行奇观。春赏花、夏戏水、秋拾趣、冬
玩雪，四季活动精彩纷呈，是中原地区山
水休闲、网红打卡必去之地。

公示！
河南拟再添一家5A级景区

2024年河南粮食总产量超1343亿斤
12月15日，记者从国家统

计局河南调查总队了解到，根据
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夏粮、
秋粮产量抽样调查样本实割实
测和粮食播种面积遥感监测结
果，经国家统计局核定，2024年
河南粮食总产量 6719.4 万吨

（1343.9 亿斤），居全国第二。
河南粮食总产量连续8年稳定
在1300亿斤以上，为巩固和增
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推动高质
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从具体指标来看，2024年
河南粮食生产呈现出以下特点：

2024 年 河 南 粮 食 单 产
415.7公斤/亩，比上年增产6.2
公斤/亩，增长1.5%。夏粮单产
444.6 公 斤/亩 ，比 上 年 增 产
28.5公斤/亩，增长6.8%，比全
国夏粮平均单产多69.4公斤/
亩，高出18.5%。其中，小麦单
产444.6 公斤/亩，比上年增产
28.5公斤/亩，增长6.8%。秋粮
单产383.5 公斤/亩，比上年减
产 18.6 公斤/亩，下降 4.6%。
其中，玉米单产386.0公斤/亩，

比上年减产22.1公斤/亩，下降
5.4%。

夏粮生产期间，河南光热条
件充足，降水丰沛，总体有利于
小麦生长发育和产量形成，小麦
单产实现恢复性增长，为夺取全
年粮食增产丰收赢得了主动
权。秋粮生产期间，河南遭遇多
重自然灾害，全省上下全力抗灾
救灾保生产，开展适度补种，一
定程度降低了灾害对秋粮单产
的影响。

二、夏粮单产实现恢复性增长，秋粮单产因灾下降

2024年河南粮食总产量持
续稳定在1300亿斤以上，达到
1343.9 亿斤，比上年增加 19.0
亿斤，增长 1.4%。夏粮产量
757.1亿斤，比上年增加47.1亿
斤，增长6.6%。其中，小麦比上
年增产 47.1 亿斤，增长 6.6%。
秋粮产量586.7亿斤，比上年减

产28.1亿斤，下降4.6%。其中，
玉米比上年减产25.4 亿斤，下
降5.4%。

河南各级党委政府提高政
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采取多
种有力措施，确保2024年“小麦
增产夺丰收行动”取得了实效，
基本夺回了2023年夏粮因“烂
场雨”损失的产量。秋粮生产期
间，全省统筹，综合施策，分区分
类管理，因地制宜落实灾后生产
恢复措施，全力克服较为严重的
自然灾害等不利影响，秋粮因灾
减产总体有限。

大象新闻

三、粮食总产量超1343亿斤

推进“一个遥控器看电视”
这项标准正式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