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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企业500强名单发布
驻马店三企业登榜

□大象新闻记者 张建良李东鹏
实习生 张辉

日前，《农民日报》发布2024中国
农业企业500强名单，驻马店市河南
上农实业有限公司、河南恒都食品有
限公司、河南正康粮油有限公司榜上
有名。

河南上农实业有限公司位于上蔡
县，是一家集生猪屠宰、分割、熟食加
工、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企业于
2022年8月8日正式投产，拥有先进
的肉类加工设备及配套设施，实现生
猪屠宰、分割、精加工的自动化、智能
化，还自主研发了数字化生产管理系
统，产品主要销往全国及江浙沪等地，
品牌影响力辐射全国。

河南恒都食品有限公司于2011

年落户泌阳县，是一家集科研开发、种
源供应、种群扩繁、规模养殖、屠宰加
工、商贸物流、国际贸易于一体的肉牛
全链条产业集群，落地以来显著提升
了泌阳县肉牛产业的综合竞争力。

河南正康粮油有限公司于2011
年入驻驻马店遂平县，是一家集科、
农、工、贸于一体的食用油加工重点龙
头企业。该公司生产的“芝心坊”“正
之康”芝麻油系列，远销加拿大、东南
亚、新加坡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
前公司建成了以生产花生油、玉米胚
芽油为主的加工基地“中花粮油”，实
现了年产花生油10万吨、玉米胚芽油
20万吨，进一步促进了驻马店油料产
业链的延伸。

近年来，驻马店市突出“593460”
发力方向，立足农业资源优势，坚持培
育壮大龙头企业，构建龙头企业梯队，
不断提升龙头企业联农带农水平，着力
延链补链强链，培育了一批发展形势
好、创新能力强、产业链条全、联农带农
紧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目前，驻马
店全市拥有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400多家，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2个、
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3个、国家级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8家。

□大象新闻记者 龚雪
通讯员 朱鹏

近日，在信阳市平桥区甘岸街
道徐堂村养牛场内，一栋栋崭新的
双列式钢构牛棚整齐排布，在整洁
干净的牛舍内，一头头膘肥体壮、
毛色鲜亮的牛儿沐浴在冬日的暖
阳下，悠然自得地嚼着草料，处处
尽显勃勃生机。

“每天早上7点和下午4点各
喂养一次，饲料以附近回收的农作
物秸秆为主，并融入科学配比的营
养料，全场一天的消耗量在4吨以
上。”站在高大的精饲料加工罐前，
养牛场负责人关远成饶有兴致地
介绍着他的养牛经。

将玉米、高粱、豆粕等育肥基
料和农作物秸秆混合后集中发酵，
可以产生丰富的益生菌、活性酶和
有机酸，一方面能够让饲料中的淀
粉、植物纤维等营养成分得到充分
降解，提高牛的胃肠道消化吸收能
力，另一方面也能帮助牛建立起强
大的免疫系统，减少疾病发生率。

徐堂村养牛场是甘岸街道
2024年重点招商引资项目之一，
由信阳市牛犇牧业有限公司投资
兴建，总投资5000万元，占地面积
6.6万平方米，建有标准化牛舍、饲
料间、发酵池、牛粪晾晒场和员工
生活区等功能区域，并于去年9月
正式投产。

“我们的肉牛品种主要是西门
塔尔，这种牛生长速度快、适应性
强、抗病力高，经过科学化饲养，每
头牛的出肉率可以达到 50%以
上。”关远成说，“现在进场牛犊有
560多头，到今年9月出栏时，每
头牛能够长到1500斤以上，预计
可以实现净利润220万元。”

近年来，甘岸街道通过党建引
领、产业规划和项目带动，紧紧牵
住乡村振兴“牛鼻子”，将发展规模
化肉牛养殖产业作为推动富民强
街的“新引擎”，为实现企业增效、
农民增收、集体富裕的目标打下了
坚实基础。

“这里的营商环境不错，在土
地流转、手续帮办、融资贷款等过
程中，甘岸街道办事处都给予了很
大支持。”关远成说，“我们已经和
广东的企业达成了战略合作协议，
年后还将有1000头肉牛陆续进
场，到2026年可以达到3000头的
养殖规模。”对于养牛场的发展前
景，他信心满满。

“徐堂村养牛场项目的建成，
弥补了甘岸街道规模化、集约化养
殖产业的空白。”甘岸街道党工委
书记钟波说，“我们将持续加大招
商引资力度，不断拓展秸秆收储、
屠宰加工、有机肥生产等配套产业
链，让更多群众过上共同富裕的牛
日子。”

□大象新闻记者 张亮
通讯员魏思平

1月 10日，罗山县供电公司
工作人员来到罗山县先进制造业
开发区，对开发区中毅高热有限公
司等企业客户进行走访感谢。

走访过程中，罗山县供电公司
工作人员先后参观企业经营实际，
了解企业客户生产情况，与企业负
责人面对面座谈沟通，积极主动询
问企业客户当前用电需求、负荷控
制方式、用电安全管理等情况，收
集企业客户关心关注的用电问题，
听取供电服务方面的意见建议，详
细介绍今年以来供电公司在电网
建设、营销服务、优化营商环境等
方面取得的成效以及度冬电力保

供形势、各项保电措施等，同时还
感谢企业客户对该公司各项工作
的大力支持，并表示将会继续落实
主动上门走访服务、无人机飞巡排
查、带电作业协助消缺、及时响应
企业需求等多项服务措施，持续服
务好开发区各企业客户。

近年来，罗山县供电公司主动
履行服务地方经济发展职责，牢固
架起供电服务连心桥，不断通过走
进企业、上门服务、解决难题等方
式，进一步助企纾困办实事，提升
供电服务满意度。在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段里，该公司将继续落实企
业职责，全面做好迎峰度冬电力保
供工作，全力保障全县企业及居民
客户用电无忧、温暖度冬。

□大象新闻记者 张刚
冬闲时节，许昌市加快农田沟渠

连通整治，确保实现“沟相通、渠相连、
旱能浇、涝能排”的农田水系连通目
标，形成系统的农村沟渠网络体系,全
面提高农业防灾减灾能力。

1月10日，在许昌市建安区陈曹
乡前孙汪村大田里，挖掘机正在对加
深之后的五一渠进行边坡修整。这条
沟渠修建于上世纪70年代，全长1.7
公里，从村子延伸出来，横穿村里的高
标准农田示范区，向东连接莲花河。
多年来沟底不断淤积抬升，排水疏浚
能力降低。去年12月，当地实施了农
田沟渠连通整治行动，对五一渠进行
清淤疏浚，加深固坡，在原有基础上深
挖1.5米，提升排涝能力。种粮大户
张强种了260多亩小麦，看到地边的
沟渠整修一新，对今年小麦稳产更有
底气。

去年入冬以来，许昌市全面启动
农村沟渠连通整治行动，对非易涝区
域，按照边查边整治的原则，指导各县
（市、区）组织乡镇（街道）全面排查田
间积水及沟渠排水情况，指导村集体、
种植大户、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经营主

体打通田间地头的“竹节沟”“断头
沟”，减少农业生产损失。去年主汛
期，许昌市农田受灾面积38.2万亩。
该市坚持以乡镇为单元，对全市“三沟
四渠”（田沟、路沟、村沟和干渠、支渠、
斗渠、农渠）为重点，进行了全面梳理，
摸清全部堵点、断点等问题，按照“一
乡镇一张图纸、一村一张图纸”的标
准，明确整治任务，加快施工。

为了保证项目有效长期管用，农
田水利工程项目竣工且经第三方验收
合格后，当地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对
各任务乡镇（街道）进行资金补助。在
推进沟渠治理的同时，针对存在的问
题研究细化政策措施，健全完善网格
化管护及井长制管护机制，建立县、乡
镇（街道）、行政村、三级农田设施管护
网格，做到组织建立在网格、技术服务
在网格、设施管理在网格、群众自治在
网格、监督整改在网格，从根本上解决
后期管护悬空问题，确保农田设施长
期稳定运行，确保疏通一条沟，管好一
条沟。

目前，许昌市共需连通整治沟渠
总长度 1046.1 公里，已连通整治
624.02公里，连通整治率为60%。

许昌：
冬闲沟渠整治忙 农业稳产有保障

罗山县供电公司
走访感谢企业客户

信阳市平桥区：
牵好牛鼻子 奔向牛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