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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的柘城，碧空如洗，花团锦簇，处处洋溢着辣椒丰收
的喜庆气象；

九月的柘城，盛会又佳节，四海宾朋莅临柘城参加中国
第十三届辣椒产业大会，中央电视台在这儿录制“丰收中国、
椒香柘城”专题节目，河南电视台直播“出彩中原庆丰收”柘
城分会场的盛况；

九月的柘城，举国瞩目，中原聚焦，椒香四溢，万众同贺。

为进一步擦亮“中国辣椒之乡”品牌，助力推动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使辣椒产业成为柘城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脱贫攻坚的有力支撑、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柘城县继去年
主办中国第十二届辣椒产业大会之后，于今年9月16日—17
日再次主办中国第十三届辣椒产业大会。

去年辣椒盛会的余韵尚在口口相传，今年盛会的一系列
活动再夺人眼球赢得交口称赞。

今年柘城县主办的全国辣椒产业大会的主题是“大美柘
城，椒香天下”，大会内容非常丰富，包括第十三届辣椒产业
大会开幕式、文艺演出《丰收中国、椒香柘城》、县情推介暨项
目签约仪式、全国辣椒产业发展峰会、产业融合创新论坛、参
观辣椒产业和种植基地、辣椒产品与设备展洽会等。

在县情推介暨项目签约仪式上，柘城县借助辣椒产业大
会这个平台，签约了华晶金刚石生产功能区、广东英联宝晶
新材料、河南金华生物科技、河南健骨中药科技、河南安素中
医药产业园、重庆吉客哆辣椒深加工、贵族旭阳辣椒深加工
等20个项目，签约总金额120亿元。

在产业大会举行期间，大连商品交易所农业品事业部总
监助理武军伟一行到柘城县调研辣椒期货上市工作。

华晶钻石科技、万邦物流集团、德庄集团、“宋小菜”
CEO、重庆吉客哆食品有限公司、山东省金乡县凯盛物流园、
贵州旭阳集团、中椒英潮辣业发展有限公司、晨光生物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青岛柏兰集团有限公司等 360余家企业
参会参展。

河南省政协副主席、省九三学社主委张亚忠，国务院特
邀参事、农业部原党组成员、总经济师、中国农产品市场协会
会长张玉香，中国农业电影电视农业节目副主任欧阳海洪，
中原股权交易中心总裁史红星，吉林农特协会会长刘晨海以
及省市有关职能部门、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参展企业的1000
余名领导和嘉宾出席了本届产业大会的开幕式。

在柘城县主办的这届全国辣椒产业大会上，中央电视台
在柘城县现场录制“丰收中国、椒香柘城”中国首届农民丰收
节大型节目。录制节目的舞台后面，是柘城县的标志性雕塑

“柘叶”，再后面是年轮塔；节目中间，主持人介绍了柘城县辣
椒经济发展情况，柘城县辣椒产业特色；在节目中，穿插进行
了辣椒浴、摘辣椒、挂辣椒、生吃辣椒等小节目；主舞台的布
置，处处洋溢着辣椒丰收的景象……可以说，本期节目富含

“大美柘城、椒香天下”的专题片，向全国观众推介了柘城，介
绍了柘城县辣椒产业发展情况及柘城人民庆贺辣椒丰收的
喜庆景象。

中央电视台录制的中国丰收节特别节目《丰收中国、椒
香柘城》将在 9月26日和27日分两次播出，在录制时通过央
视网、微博等直播吸取举国关注的基础上，在中央电视台进
行全国播放，再次宣传、展示椒乡柘城新风采。

9 月 23 日，是 24 节气中的秋分，也是中国第一届农民
丰收节。为庆贺丰收节，我省在全省分“东南西北中”选
择了 1 个主会场和 4 个分会场，柘城县分会场成为代表河
南东部的分会场。

丰收节河南省商丘（柘城）分会场放在了柘城县辣椒
大市场。在现场，人们用一串串火红的辣椒拼出“丰收中
国”字样，万名农民欢聚在这里，庆祝节日，共同祝愿五
谷丰登、国泰民安。

柘城县辣椒大市场被誉为中国辣椒交易的集散枢纽
中心和辣椒价格形成中心。柘城辣椒大市场于 2007 年
10 月建成投入使用以来，累计投入达到 1.5 亿元，占地
300 亩，总建筑面积 8 万平方米，其中商铺 2.6 万平方米，
仓储 0.8 万平方米，保鲜库 0.6 万平方米，加工车间 0.2 万
平方米，交易区 3.8 万平方米。市场内设辣椒交易区、冷
藏区、加工区、综合服务区等多功能服务区，拥有检疫检
测、信息控制、安全控制、电子结算等齐全的基础设施，
是集辣椒交易、冷藏、加工为一体的专业化市场。

柘城辣椒大市场辐射全国，广通世界。市场入驻商
家 300 多户，遍布全县的辣椒经营大户 1000 多户，从事辣
椒交易的经纪人 2000 多人。2017 年全县实现交易量 60
多万吨，其中大市场交易 25 万吨，完成交易额 70 多亿
元。辣椒交易辐射到新疆、山东、河北、内蒙古、浙江、广
东、江西、湖南、四川、重庆等 30多个省（市、自治区），产品
出口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尼、日本、韩国、台湾、香
港等 20多个国家和地区。形成了“全国辣椒进柘城，柘城
辣椒卖全国”的交易格局，确立了全国辣椒交易中心、集散
地、价格风向标的重要地位。柘城辣椒大市场于 2015 年
被河南省委宣传部、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评为“文明、诚
信”经营市场。

丰收节里的柘城，欢声笑语、喜气满乾坤。主会场上的
节庆，舞蹈、歌声、丰收秀、唢呐、游戏、戏曲、杂技、广场舞，
欢声雷动，喜气盈天。尤其是节目《谁是辣椒种植王》，现场
决出今年柘城县单株辣椒王。来自慈圣镇、岗王镇、远襄
镇、牛城乡的 4支代表队 20位椒农经过激烈角逐，最后，来
自远襄镇官张村的种植大户张道坤种植的辣椒单株重量
达 3.63 千克，成为今年的“辣椒种植王”。张道坤自豪地
说：“我今年种植辣椒 60 亩，每亩纯收入 3000 多元，光种
植辣椒这一项，一年就能收入近 20 万元。”

在柘城县丰收节分会场，商丘市委书记王战营向全
市农民描绘了商丘农村的新时代：新的时代，商丘市委、
市政府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乡村振兴战
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促进农业全面升级、
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总要求，以及省委、省政
府的一系列决策部署，兴产业、促脱贫、焕新颜、奔小康，
全市农业农村发展将日新月异，农业越来越强，农村越来
越美，农民越来越富。

在 2016 年举行的最具影响力的“中国辣椒之乡”网络
评选活动中，柘城县夺得最具影响力的“中国辣椒之乡”
十强中的第一名。在全国闻名的辣椒之乡中，柘城县蟾
宫折桂。

在这届全国辣椒产业大会上，柘城县辣椒检验中心
被授予河南省辣椒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柘城县辣
椒被授予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柘城县还成为乡村振
兴拍摄基地。

柘城土质肥沃，日照充足，雨量充沛，气候特别适合
辣椒生长。目前，柘城县全县辣椒种植面积达 40 万亩，
年产干椒 12 万吨，年交易量达 60 万吨，年交易额突破 70
亿元，年出口创汇 2 亿元，是闻名遐迩的中国辣椒之乡。
2016 年，柘城荣获“全国辣椒产业发展功勋县”；2017 年
成功创建“国家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被
评为“全国辣椒产业化发展示范县”和“全国蔬菜产业扶
贫突出贡献奖”，是“国家级农业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先导
区”，是全国闻名的辣椒交易中心和生产出口基地。

近年来，柘城坚持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
局，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把发展辣椒产业作
为打好脱贫攻坚战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大
力发展“辣椒经济”，辣椒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
业、脱贫攻坚的有力支撑、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

针对辣椒产业，柘城县委、县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优
惠政策，加大扶持力度，鼓励贫困户通过发展辣椒生产实
现脱贫。按照政策，凡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发展辣椒生产
的，县财政每亩补助 300 元。对辣椒规模种植进行补贴
奖励：流转土地种植辣椒面积超过 300 亩，每亩补贴 100
元；流转土地种植辣椒面积超过 500 亩，每亩补贴 150 元；
流转土地种植辣椒面积超过 1000 亩，每亩补贴 200 元。
柘城县还与中原银行合作建立了 10 亿元的辣椒产业发
展专项基金，引导其他银行为辣椒企业提供不少于 2 亿
元的低息贷款。为彻底解决椒农的后顾之忧，柘城县与
中原农险公司合作，按照“谁种植补贴谁”的原则，县财
政为种椒群众补贴保费。辣椒一旦遇到种植风险和价格

大跌风险，椒农每亩最高可获得 1600 元赔偿。从而做到
了农户种植辣椒的零风险。

通过一系列政策激励、示范引领、龙头带动、市场拉
动、保险兜底，柘城县椒农的种植积极性大幅提高。目
前，柘城县培育种椒专业村 106 个，建立了千亩良种繁育
基地 8 个，发展了万亩高效示范园区 15 个，辣椒质量安全
示范区面积达到 30 万亩，全县辣椒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
40 万亩左右。柘城县全县共有 15 万椒农从事辣椒种植、
加工、营销，2500 名辣椒经纪人活跃在大江南北的辣椒市
场，30 万人通过辣椒产业走上了致富路。

柘城县还推出区域品牌和企业品牌“双品牌”打造工
程，大力实施科技兴椒、质量兴椒战略。初步实现了标准
化生产、品牌化提升。目前，柘城县建成了河南省辣椒及
制品检验检测中心，制定发布了河南省首个《三樱椒生产
种植技术标准化体系》。柘城辣椒先后通过“国家无公害
农产品”“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国家地理标志证明
商标”认证。中国农科院、中国科协、河南省农科院分别
在柘城建立了全国特色蔬菜技术体系综合试验站、全国
辣椒生产与加工技术交流中心、朝天椒创新基地。柘城
县建立了 5 个良种繁育基地，培育出“状元红”“吨椒王”
等 38 个优质品种，成为国内具有较强影响力的朝天椒制
种繁育基地。“柘城辣椒”目前已经成为辣椒产业圈内较
有影响力的全国性地域品牌，被国家级媒体多次报道。

柘城县委、县政府采取“公司+农户”、基地连市场等
模式，深入推进规模化经营、产业化生产，形成了种子繁
育、规模种植、冷链运输、精深加工、市场营销、电子商务
全链条发展。全县培育出北科种业、传奇种业等良种繁
育企业 16 家，拥有亚东、跃国等市级以上农民专业合作
社 35 家，春海辣椒、辣德鲜食品等省市级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 26 家，30 家冷藏企业建成冷库 60 座，冷藏量达 10
万吨。引进了万邦农产品冷链物流等 12 家知名企业，辣
椒产业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县财政还设立了 5000 万
元的奖励基金，支持企业挂牌上市。目前已经有 24 家辣
椒企业在中原股权交易中心集中挂牌。柘城县力争通过
3 至 5 年努力，重点培育 2 家上市公司，挂牌企业达到 30
家以上。

柘城把加快辣椒市场和物流园建设作为推动辣椒产
业发展的重中之重。投资 1.5 亿元建成占地 300 亩的柘
城辣椒大市场，在 16 个重点乡镇建立了交易中心，形成
了“1+16”的辣椒城乡市场体系，辐射全国 26 个省市，出
口美国、加拿大等近 20 个国家和地区，年交易量 60 万吨、
交易额 70 亿元，出口创汇 2.1 亿余元。柘城与万邦物流
合作，占地 800 亩、建筑面积 45 万平方米的现代辣椒物流
园区已经开工建设。

柘城县辣椒特色产业已经成为柘城县经济发展的支
柱产业、脱贫攻坚的重要支撑产业、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
和举国瞩目的柘城县一张新的靓丽名片。

中央电视台专题录制“丰收中国、椒香柘城”

河南电视台直播“出彩中原庆丰收”柘城分会场

椒香天下庆丰收 出彩中原看柘城
文/图 本报记者 蒋友胜

举国盛会引瞩目“丰收中国”椒香飘

出彩中原庆丰收 举省注目柘椒丰

柘城辣椒香天下 辣椒之乡冠全国

作为全省“出彩中原庆丰收”的豫东分会场，处处充满丰收喜庆景象。

“辣妹子”在辣椒田里采摘辣椒，参加“辣椒王”比赛。

中央电视台在柘城县录制“丰收中国、椒香柘城”节目。

本报讯 （记者 邵群峰 通讯员 党德
敬） 9月23日，睢阳区路河镇李各村文化广
场上歌声飘扬、人潮涌动，现场一派欢乐祥
和的节日气氛，农民朋友用文艺汇演的方式
庆祝首届农民丰收节、迎接中秋节，展示农
业最新发展成果、农村崭新发展面貌、农民
喜获丰收的别样风采。

路河镇首届农民丰收节暨庆中秋文艺汇
演在《舞动中国》舞蹈中拉开帷幕，喜庆的舞
蹈跳出了庄稼人的梦想，点燃了新时代农民
的希望。整场晚会紧紧围绕“三农”这一主
题，节目形式包括小品、歌曲、舞蹈、豫剧等，
演出的节目大多是农村的人、农村的事，展现
了当代新农村的新风尚、新面貌、新气象。歌
曲《撸起袖子加油干》《大海航行靠舵手》《让
我们荡起双桨》展示了该镇农民的风采；小品
《伟大的母亲》《婆婆也是妈》讲述了新时代
下，农村不孝顺老人的不良现象正在逐渐消
除；少儿舞蹈《花球操》《红领巾相约中国

梦》，戏曲联唱《村官李天成》《李豁子》选
段，让老年人过足了戏瘾。在大合唱《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中，精彩纷呈
的文艺汇演圆满落幕。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路河镇党委、镇政
府主办，路河镇文化站承办，镇妇联、镇
卫生院及李各村村委会共同参与。该镇党
委书记李红军说，路河镇将以首届“中国
农民丰收节”为契机，更加关注农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深入挖掘路河
镇优秀传统的农耕文化所蕴含的思想观
念、人文精神，探索传统文化和现代科技
的有机融合，让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迸
发出新的活力，凝聚加快推进路河镇农业农
村现代化的磅礴力量。

“咱农民也有属于自己的节日了，党和
政府的政策真好。”李各村村民李攀登难掩
兴奋之情，“现在农民的日子越过越有劲，
都盼着乡村真正振兴的那一天。”

睢阳区路河镇

农民文艺汇演庆“双节”
“秋分时节农民节，沃野处处话丰年。”9月

23日，时值秋分，适逢首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此
时，蓝天白云下，映入人们眼帘的是一幅五谷丰
登、瓜果飘香的田园风光。素有“绿洲”之称的
民权大地呈现出一派欢乐、繁忙的秋收景象。

在老颜集乡颜北村村民于建华的红高粱地
里，高粱穗儿颗粒饱满，像一张张低垂的笑
脸，一股成熟的气息扑面而来。放眼望去，丰
收在即。

听说笔者要拍红高粱照片，于建华的母亲
手捧着高粱穗儿脸上笑开了花：“去年乡里号召
俺种了玉蜀黍（红高粱），收成不错，一亩地收了
1800 多斤，价格 1 块多钱一斤，比种玉米多卖
700多块呢。你们看，今年这大穗子长得多好，
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据该乡农办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该乡把
向土地要效益作为精准扶贫的一项措施，大力
推广种植周期短、效益高的红高粱，目前，全乡
已发展种植面积 2000多亩。他们以“贫困户+
合作社+企业”模式，逐步扩大有机高粱种植规
模，让农民增产、增收。

走进白云寺镇李岗村香葱种植基地，一片
片绿油油的香葱散发着诱人的清香，一排排白
色的喷灌桩喷射着水雾，村民们正在葱地里拔
葱、理葱、洗葱、装葱，在秋阳的辉映下，一个个
忙碌的笑脸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贫困户张来英一边装香葱，一边搭话：“俺
家 7亩地，全部流转给了合作社种植香葱，一年
土地流转收入就有 7000块钱，现在俺成了基地
的员工，一年四季都有活干，每月挣 2000多块，
感谢政府，俺这日子越过越好。”

村民吴礼权是香葱种植大户，他掐着手指
头算了一笔细账：“俺承包了合作社里200亩土
地种植香葱，并与合作社签订了购销协议，按
照目前每斤回收价计算，每亩收入 9000 多块
钱，除去地租、人工等成本，每茬每亩稳定收
入6000多块，一年可种植三茬香葱，中间还可
以加种一茬蔬菜，一亩地一年可稳定收入两万
多块。”

据了解，近年来，该镇调整农业种植结构，
通过土地流转、土地入股等多种形式，创造出了

“公司+基地+农户”“党支部+合作社+基地+农
户”现代农业发展模式，成功走出了一条既符合
实际，又真正能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业
发展的路子。

“你们看，这螃蟹多大个，活蹦乱跳的，肉还
瓷实，今年又是个大丰收。”林七乡志美水产养
殖合作社负责人边倒打捞上来的大闸蟹边喜滋
滋地说。

眼下正是秋水湖大闸蟹出湖上市的季节，
纯天然、高品质的大闸蟹，深受全国各地客商的
青睐。该县林七乡依托秋水湖得天独厚的自然
条件，成立了志美水产养殖合作社，让贫困户入
股进行河蟹养殖，每年可得到一笔可观的分红。

今年 55岁的李会城是双飞庄园的社员，他
正在忙着繁育黄瓜苗，准备种植反季节蔬菜。

“我承包了3个大棚，按今年的好收成算，一个棚
一年能挣3万多元，3个棚一年净落10万块不成
问题。”李会城伸出手指，笑得一脸灿烂。

“如今咱农民也有自己的节日了，这充分说
明党中央把‘三农’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政府
心里装着农民，想方设法提高农民的幸福感、安
全感、获得感。”田间地头、街头巷尾传递着人们
发自肺腑的声音。

丰收节里话丰年
□ 朱光伟

柘城县被评为“河南省辣椒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