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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记忆年度记忆

变变 迁迁 我与改革开放我与改革开放

许昌记忆

■1月 19日，许昌市污水处理工
程通过环保验收，成为河南省首家经
环保验收合格的污水处理工程。

■1月 22日，国内最大的年产 10
万吨纳米碳酸钙生产项目在许昌经
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 3 月 17 日，《许昌日报·社会
晨刊》（试刊号）发行。

■3 月 19 日，市委、市政府作出
关于向冯中申同志学习的决定。

■3 月 27 日，全市农村税费改革
动员会召开。

■4 月 26日，全省学习许继改革
经验研讨班在我市开班。

■5月 20日至 25日，中国禹州中
药材交易大会在禹州举行。

■5 月 20 日，许昌县开通河南省
第一家县级党建网站。

■5 月 22 日，许昌学院举行成立
庆典。

■ 6 月 4 日，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研讨会在我市召开。

■8 月 21 日，2002 年度“中国企
业 500 强”名单发布，许昌卷烟厂入
围。

■9月 18日，《许昌名胜》邮资信
封首发式在我市举行。

■9月 26日至 10月 5日，第二届
中原花木交易博览会在鄢陵举行。

■10 月 8 日，市委、市政府综合
办公大楼启用。

■10 月 18 日，我市创建省级园
林城市通过省专家考核组验收。

■11 月 22 日，市委发出关于认
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的通知。

■11 月 23 日，河南省通信公司
许昌分公司正式揭牌，这是全省首家
揭牌的地市分公司。

国家记忆

■1月 12日，我国首次铁路价格
听证会在北京举行。

■2月 1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
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
奖励大会。

■3 月 25日，“神舟”三号飞船在
我国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升
入太空。

■4 月 12 日至 13 日，博鳌亚洲
论坛首届年会在海南博鳌举行。

■5月 1 日，《关于调整证券交易
佣金收取标准的通知》开始执行。

■5月 21 日，教育部和财政部决
定正式设立国家奖学金。

■ 6 月 4 日，中国足球队首次亮
相世界杯赛场。

■7 月 1 日，庆祝香港回归五周
年大会暨第二届香港特区政府就职
典礼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

■8月 20日，第 24届国际数学家
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开幕。

■ 9 月 28 日，中国科学院宣布，
我国首款可商业化、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通用高性能的 CPU-“龙芯”1号研
制成功。

■10 月 14 日，第十四届亚运会
闭幕，中国代表团共夺得 150 枚金
牌，名列榜首。

■11月 6日，中国成功实施了三
峡工程导流明渠截流。

■11月 7日，中国证监会和中国
人民银行联合发布了《合格境外机构
投 资 者 境 内 证 券 投 资 管 理 暂 行 办
法》。

■11月 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
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

■11月 15日，《互联网上网服务
营业场所管理条例》开始实施。

■12 月 9 日至 10 日，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本报记者 李建山 孔刚领

从种啥吃啥到吃啥种啥，从天下
粮仓到国人厨房，从创新不足到活力
迸发……在改革春风的吹拂下、在科
技大潮洗礼下，许昌农业现代化步伐
铿锵！

改革开放以来，我市农业继续保
持稳步发展的势头。粮食产量连年增
加，完成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
农业结构不断优化，经济作物种植提
质增效，农产品加工业突飞猛进；农业
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农业科技支撑更
加强劲……累累硕果，记录着多年来
我市农业蓬勃盎然的每一个关键时
刻，见证着我市农业农村经济快速发
展的喜人局面。

“如今，我市农田基础设施建设走
在全省前列，农业科技支撑能力显著
增强。许昌市的现代农业叫响全国。
这些成就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政策，得
益于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关键
的一点是，2002 年、2011 年在我市召
开的两次全国性农业会议，为我市农
业在此后一段时期快速发展奠定了坚
实基础。”市农业局副局长杨宏宾说。

科技支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

2002 年 6 月 4 日，国家农业科技园
区研讨会在我市召开。来自全国农业
科技园区建设领域的领导和专家学者
云集许昌。与会学者深入建安区（原
许昌县)五女店镇优质小麦基地实地
察看，对我市的农业科技园区建设给
予高度评价。

“2002 年国家颁布《农村土地承包
法》，用法律形式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
障的土地使用权。是年，党的十六大

指出，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反哺农业，
城市支持农村’的新阶段，实行‘多予、
少取、放活’的方针。”杨宏宾说，“2002
年，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研讨会在我市
召开，这对许昌来说既是肯定又是激
励。此后市委、市政府接连出台了多
项支持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政策，为我
市农业发展插上了腾飞的双翼。从
此 ，我 市 农 业 现 代 化 建 设 驶 入 快 车
道。”

提起往事 ，杨宏宾显得很兴奋 。
他说，按照市委优化农业的总体工作
部 署,我 市 以 农 业 增 效 、农 民 增 收 为
目的，以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为载
体，围绕“多予、少取、放活”做文章，在
园区建设中科学规划，确立了园区产
业发展体系；完善政策，优化了园区建
设环境；政府投资带动社会投资，营造
了多元化投融资体系；创新了园区建
设经营机制。建设进程中，我市注重
引导企业成为园区运营主体，让企业
承担组织生产经营职能，鼓励支持中
介组织参与园区建设，引导企业通过
签订合同等形式，与农民建立新型的
市场关系，建立科技创新和技术推广
新体系，科技创新和技术推广与市场、
与科技人员报酬、与千家万户的农民
紧密相连，使科技真正成为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实现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
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强大动力。

正如杨宏宾所言，从上至下的一
系列惠农政策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
性，我市农业发展突飞猛进，有力地促
进了全市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稳定发
展 。 2002 年 ，全 市 实 现 农 业 总 产 值
121.5 亿元，同比增长 5.5% ,粮食总产
量达 220.6 万吨，完成计划的 110%；全
市蔬菜种植面积达 84.18 万亩，比上年

增长 12%；中药材种植面积 15 万亩，比
上年增长 3%；全市花木种植面积达到
265 万亩，比上年增长 514%，311 国道
花卉长廊建设实现了牵手连片。我市
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发展顺利，全市
产业化经营组织发展到 120 家，带动
农户 675 万户，农户从产业化经营中
增收 5.17 亿元，户均增收 766 元。可
以说，2002 年在我市农业发展进程中
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吹响建设现代农业强市

“冲锋号”

许昌沃野千里，发展农业得天独
厚。从 2002 年起，我市认真组织实施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几年间，现代
农业设施建设和功能基本完善，现代
农业集群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新动能的
示范效应得到有效释放。

作为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我市
的百亩示范田、千亩示范方、万亩示范
片等近百个“百千万建设工程”，为粮食
稳定高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除了高
效高产的标准良田、现代化生态蔬菜基
地外，我市在确保种粮面积不减、粮食
稳定增产的前提下，建设了被称为“平
原林海、天然氧吧”的花卉苗木基地，富
了农民，改善了生态，激活了三产。

2011 年 3 月，全国春季农业生产
工作会议在许昌召开。时任国务院副
总理回良玉带领来自全国各地的参会
人员来到许昌，实地考察了我市春季
农业生产和现代农业发展情况，从“粮
袋子”——许昌县 10 万亩小麦高产创
建整乡推进示范片，到“菜篮子”——
许昌天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有机蔬菜
生产基地，再到丰富“粮袋子”“菜篮

子”的众品食业股份有限公司生鲜物
流园，一路走来，参会人员禁不住发出
赞叹：“什么是现代农业？我们今天在
许昌看到的就是现代农业!”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
来。闪亮的农业成绩单背后，倾注了
我市上上下下多少心血。多年来，市
委、市政府领导在农业生产方面坚持
每年进行总结观摩、表彰奖励，一步一
个脚印把现代农业强市的建设任务落
到了实处，推动我市现代农业发展走
在全省前列。

改革创新打造现代农业

“升级版”

初冬时节，走进建安区陈曹乡高
效农业示范园区，一片充满现代气息
的田园呈现在眼前：平直的水泥路呈
井字状分布在田野上，红顶白墙的机
井房星罗棋布。11 月 5 日，在尚庄村
的麦田里，村民尚伟拿出一张卡，在通
电机井上一刷，一个臂长 300 米、自带
轮胎的全自动喷灌机就开始边移动边
浇水，花洒喷头将水均匀地喷洒在麦
地里。“这叫中心支轴式喷灌机，一天
可以浇地 100 多亩，顶 20 多个劳力，省
时省力。”尚伟有些“炫耀”地说。记者
在园区走访时看到，园区还装有固定
式、半固定式、绞盘式、地埋式自动伸
缩等多种喷灌设备。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市以构建现
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
为抓手，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大力推
进农业产业布局区域化、经营规模化、
生产标准化、发展产业化，推动高效种
养业和绿色食品业转型升级，积极引
进新技术、新装备，用现代化的手段，

构建完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
系和经营体系，生产出满足市场需求
和人民期望的农产品。

杨宏宾告诉记者，从 2013年开始，
我市启动高效节水灌溉示范项目建设，
试点先行，逐年推进，如今已经在长葛
市、建安区等粮食主产区完成了 70万亩
高效节水灌溉示范区的建设任务，建成
了全国平原井灌区连片规模最大、技术
集成度最高的节水灌溉示范区，还累计
建设了317万亩高标准粮田。我市农田
基础设施建设走在了全省前列，农业科
技支撑能力显著增强。

如今，我市拥有市级以上农业产
业 化 龙 头 企 业 322 家 ，其 中 国 家 级 2
家、省级 41 家。龙头企业发展总体呈
现出势头猛、带动强、经营广、业态多、
链条全、品牌响的趋势，市场竞争力逐
步增强，不少农业产业龙头企业更是
走出了国门。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并明确提出保持土地承包关系
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
期后再延长 30 年，再次让广大农民朋
友们吃了一颗定心丸，我相信今后的
日子会越来越好！”建安区陈曹乡尚庄
村党支部书记尚水旺信心满怀地说。

乡村振兴，是黄土地上绵延的梦
想；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亿万农民共同
的期盼。我市正牢牢锁定农业农村现
代化这个总目标，加快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努力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
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开启城乡融合
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2002年：我市农业现代化曙光喷薄

□本报记者 朱庆安

2001 年，一首名叫《咱老百姓》
的歌曲登上央视春晚、唱红大江南
北。歌中一句“不知道吃啥喝啥大
伤脑筋”唱出了物资丰富后的中国
人在饮食方面“甜蜜的苦恼”。

这是一种想吃啥有啥、面对海
量选择无从决定的苦恼。而在改革
开放之初，大部分的中国人还处于
一种“有啥吃啥”、吃饱就行的生活
状态。

“1978 年，家里不算富裕，吃饭
要粮票，吃油要油票，吃肉要肉票，遇
到过节的时候才舍得买点儿猪肉、鸡
肉，过年则意味着能吃到平时难得一
见的美味。所以那时候大家都盼着
过节。”谈起往事，许昌学院退休教师
白蔚堂说，那时，凡涉及国计民生的

重要生活和生产必需品，都实行凭票
限量计划供应。到了过年的时候，为
了采购到满意的年货，市民天不亮就
会赶到商店门前排起长队。

“我记事的时候是 20 世纪 80 年
代前期吧。那时候家里还不能天天
吃 白 面 ，经 常 要 吃 玉 米 面 饼 子 贴
补。现在觉得杂粮好，但那时候因
为要经常吃，就觉得粗粝难以下咽，
远不如细米白面可口。肉也不是常
常能吃到的，而且大部分时候只有
猪肉一种选择。”生于 20 世纪 70 年
代的刘洋回忆道。

随着生产力的提升，物资日益
丰富，到 20 世纪 90 年代，各种票证
包括粮票逐步退出人们的生活，餐
桌也更加丰富：粗粮很少再吃，蔬菜
品种更多，水果开始能够经常吃，除
猪肉之外鸡、鱼等肉类开始出现。

“儿子小时候喜欢吃鱼，我经常会买
来给他吃，但那时候大人都舍不得，
所以每次吃鱼，大人吃鱼头鱼尾，把
肉最多的中段留给孩子。”提到吃

鱼，家住市区解放路的市民张玉玲
笑容舒展。

进入新世纪，正如《咱老百姓》
歌中所唱，即使普通家庭在饮食上
也有了更多选择。一个家庭中的

“主厨”常常发愁——不是愁无米下
锅，而是愁如何变着花样地调剂家
人挑剔的胃口。超市里各种主食、
副食、菜蔬、水果，甚至以往所谓的
山珍海味任人挑选，大街小巷食肆
林立，大餐小吃、南北特色应有尽
有。

李钢是市餐饮协会会长，在市
区开餐饮店 20 余年，在饮食方面很
有发言权。他说，随着社会的进步，
许昌人日常餐桌上的饭菜不再仅讲
究丰富。“十几年前人们请客说菜

‘好不好’通常是说有没有几道‘硬
菜’，现在更多是讲品位、讲健康、讲
食材”。李钢说。

“现在俺家只吃柴鸡蛋、柴鸡，
吃的蔬菜是不用农药化肥的有机蔬
菜，平时饮食注意低盐、低糖、低脂，

多 吃 蔬 菜 水 果—— 家 人 健 康 重 要
啊！”谈起饮食，国家许昌经济技术
开发区社区居民李燕红说。在超市
里，各种粗粮受到青睐——不再是
作为细粮不足时的补充，而是营养
均衡的需要。各种许昌本地原来不
常见的蔬菜源源不断，一些稀有或
者是昂贵的热带水果如榴梿、山竹
吸引着人们的目光。一些据说能够
最大限度释放、留住营养的新型料
理机被人们抢购回家。

饮食消费方式也在悄然发生变
化。在年轻人群中，外卖成为重要
选择，只要在手机上动动手指，各种
美食很快就能送到手中。作为一名

“95 后”，张丽表示，从早餐到晚餐，
现在一个手机就能满足她全部的饮
食需求。

一张小餐桌，可见大变化。从
吃饱吃好，到吃出营养、吃出健康
……舌尖上的变迁，见证了改革开
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的
不断提高。

从“有啥吃啥”到“吃啥有啥”

□本报记者 冯子建

11 月 10 日，在魏都区高桥营街道办事
处门口的 61 路公交站点附近，古稀之年的老
吴营社区居民王来福，带着活泼可爱的小孙
子，准备搭乘公交车到市区买东西。

王来福在魏都区老吴营社区生活了几
十年，谈起过去的出行条件，他深有感触：

“1981 年，刚分队时，大街小巷都是土路，尘
土飞扬，坑洼不平，晴天一身土 ，雨天两脚
泥，不要说通公交车，自行车都难走，外村的
姑娘都不愿嫁到老吴营。”

王来福告诉记者，年轻时候，他是老吴
营大队的生产队长，犁耙耩种样样在行，是
远近闻名的庄稼好手。那时候，生产队有几
头牛骡，乡亲们都是下苦力干活儿，劳动强
度很大。然而，由于肥料紧缺，机械化程度
较低，每年就是小麦、玉米、大豆轮换着种
植，产量不高。农民一年到头围着几亩土地
转，辛辛苦苦土里刨食，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王来福家人手不
够，玉米都是人工掰的，有时还得找人帮忙，
两三天才能掰完。倘若遇上阴雨天气，玉米
就会发霉长芽，很是可惜。后来，王来福的
儿子长大成人，在外地找到了活儿干，家庭
经济条件才有很大改观，慢慢过上了好日
子。

“现在，庄稼产量高，从种到收全部使用
机械，省力省事。今年，我家的玉米都是用
联合收获机收的，3 亩多地只用半个小时就
收完了。”王来福高兴地说。

这几年，花卉苗木行情不错，王来福的
儿子在自家土地上栽种了半亩多树苗，来年
就能出售了。说起国家的好政策，王来福高
兴得合不拢嘴：“现在没有农业税了，地里收
获多少都是自己的，国家还有粮食补贴，并
专门设立了农民丰收节，俺们老百姓算是赶
上了好时代。”

赶上好时代，迎来好生活。王来福全家
勤劳致富，日子越来越好，盖起了楼房，享受
了医保，尤其是他的儿子还买了一辆汽车，
农闲时外出运送货物，也有一笔可观的收
入。前段时间，王来福的儿子刚刚翻修了房
子，簇新的楼房拔地而起，很是气派。

“这几年，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国家的好
政策，家里的生活年年好、节节高。明年暑
假，我打算带着小孙子到青岛旅游，看看大
海，听听涛声，好好享受一下今天的幸福生
活。”谈起今后的打算，王来福眉眼间充盈着
笑意。

赶上好时代

过上好日子

素有“中华药城”之称的禹州，是我国中医药发祥地之一。禹州具有悠久的中药材种植、采集、加工历史，以加工精良、遵古炮制著称于世，历史
上就有“药不到禹州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之说。2002年 5月 20日至 25日，中国禹州中药材交易大会在禹州举行，吸引全国 2000余名客商参加。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