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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希 望 的 田 野 上

（上接第一版）

20

世纪
60

年代初随着耕作制度的
改革，加快了绿肥的发展，扩大到

140

万亩；

20

世
纪

70

年代中期为紫云英种植鼎盛时期，当时最大
种植面积在

200

万亩以上， 以后种植面积呈下降
趋势。 近年来我市紫云英常年种植面积在

80

万亩
左右。 特别是

2012

年，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紫云
英种植， 把加快发展紫云英产业作为打造特色品
牌农业战略的高度来抓，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紫
云英及相关产业的意见》，调动了农民种植的积极
性。根据农情调度统计：

2012

年全市秋冬种紫云英
面积

85.13

万亩，超额完成
80

万亩的生产任务。其
中，河区

2.32

万亩、平桥区
4.15

万亩、罗山县
12.81

万亩、潢川县
15

万亩、固始县
25.35

万亩、淮
滨县

1.69

万亩、光山县
6.8

万亩、商城县
13

万亩、

新县
4.01

万亩。曾经出现的一些冬闲白茬田，也纷
纷披上了绿装。

最美人间四月天。 四月上中旬是紫云英花盛
开的季节，沿着我市高速公路和县乡主干道，映入
眼帘的是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漫山遍野的绿色，

一望无际的花海，春风轻拂，紫红色的紫云英花在
阳光下显得分外明艳， 与金黄色的油菜花相映成
趣，远远望去，紫黄相间，构成了春日里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煞是好看，引得游人流连忘返。

高度重视措施得力
高度重视。成立领导小组。我市成立了加快发

展紫云英及相关产业领导小组， 由市委副书记任
组长，分管副市长任副组长，市政府相关部门主要
负责人为成员， 统一组织协调紫云英及其产业发
展。制定指导性文件。市委、市政府两办印发了《关
于加快发展紫云英及相关产业的意见》，市农业局
制定了《信阳市紫云英生产技术指导意见》等文
件，指导各县区抓好紫云英生产。 及时宣传发动。

市、县区先后召开了相关会议，各级各有关部门积
极宣传发动，建立了责任制，层层分解任务，确保
任务完成。 开展督导检查。 市委、市政府两办成立
了督导组，对全市紫云英生产进行明察暗访，及时
通报情况，促进紫云英生产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合理布局。 按照宜麦则麦、宜油则油的原则，

在种足种好小麦、油菜的基础上，因地制宜，点面
结合，充分利用冬季白茬田发展紫云英种植。 在发
展布局上，结合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

按照壮大固始、商城、潢川、罗山，优化提升光山、

新县，拓展河、平桥的发展布局，重点加强固始、

商城、潢川、罗山等紫云英重点基地县的发展与建
设，加快建设和明显提升光山、新县及

312

等国省
道、京珠高速等沿线产业带发展水平。 在开发乡村
休闲游上，突出公路、铁路沿线和城镇周边、旅游
风景区等重点，着力打造紫云英和油菜景观长廊，

做大做强生态观光农业，提高产业综合效益。

示范带动。 各县区积极创办高标准示范点，每
个县区建立两三个核心示范点， 每个乡镇至少建
立

1

个标准示范点。 各核心示范点不仅在生产技
术、生产水平上起示范带动作用，还力争在产业化
发展、带动农民增收上起示范带动作用。 通过办好
示范样板，以点带面，加快推进全市紫云英种植均
衡发展。 同时，各县区积极在交通要道，特别是沪
陕、大广高速，京广、京九、宁西铁路，

312

、

106

、

107

国道，南信叶路等公路沿线，把不种小麦、油菜的
田块，集中打造紫云英规模种植示范带。 各示范带
种植面积均不低于

100

亩， 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带

动作用。

强化服务。 为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强化政府
推动作用，各县区纷纷出台优惠政策，对规模种植
户和种植示范点给予种子补贴， 以奖代补支持紫
云英生产，以点带面促进紫云英种植。 同时，市、县
农业局专门抽调农业技术人员， 按照紫云英生产
技术要点，广泛开展技术指导服务，深入农户、深
入田间地头巡回指导， 解决农户生产中遇到的技
术难题。 市农业局还专门组织编印了《紫云英生产
技术规程》，指导农民发展紫云英生产。 同时，市农
业部门正在积极向农业部申报实施“土壤有机质
提升补贴项目”，争取紫云英生产补贴。

科学规划产业开发
紫云英产业涉及有机农业、观光农业、出口创

汇、医药保健、畜禽养殖、花蜜加工、蔬菜食用等领
域，产业链长，附加值高。 为推动紫云英相关产业
发展，市委、市政府两办出台《关于加快发展紫云
英及相关产业的意见》。 规划到“十二五”末，全市
紫云英种植面积发展到

120

万亩以上， 其中用作
绿肥面积

70

万亩至
90

万亩、 留种面积
25

万亩，

用作观光面积
15

万亩以上。 重点打造以下三大基
地，发展三大产业：

打造全国紫云英种子生产和出口基地， 发展
出口创汇农业。 规划建设紫云英种子生产和出口
基地

20

万亩，到
2015

年发展到
25

万亩，每年出
口紫云英种子达到

2500

吨至
3000

吨， 创汇
1

亿
元人民币，实现国内销售

5500

吨左右，打牢夯实
我市为全国紫云英种子生产和出口基地的地位，

增强我市出口创汇能力。

打造豫南地区绿色和有机稻米生产基地，发
展绿色有机农业。 分析化验结果表明，紫云英用作
绿肥与施用化学肥料的稻米相比，支链淀粉、蛋白
质以及赖氨酸、胶稠度等含量和指标，都有明显上
升的趋势。 而且，米饭香气大、口味好，具有较强的
商品优势。 规划到

2015

年，我市将种植紫云英作
绿肥， 建设绿色和有机稻米生产基地

70

万亩以

上，生产绿色和有机稻米。

打造大别山区休闲观光农业基地， 发展休闲
观光农业。

2011

年，新县被农业部、国家旅游局认
定为“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

2012

年，

光山县申报了“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
县”。 有条件的县区可以规模种植紫云英，积极发
展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 规划到

2015

年，在全市
国省道、高速公路沿线、风景区、旅游区、城市郊区
等生态观光紫云英种植面积达到

15

万亩。 在春暖
花开的季节形成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紫云英种植之红花引得游人醉

新县的四月，紫云英红花盛开，全县
4

万多亩
田野铺上了紫红的地毯， 碧绿的田野上点缀着朵
朵紫红色的小花， 广阔的大地上铺展开一张张色
彩斑斓的画卷。 如诗如画美景， 吸引游人纷至沓
来，生态农业观光游火热了将军故里。

2012

年新县县、乡两级投入资金
200

多万元，

围绕公路沿线、景区景点，建设了
120

多个乡村紫
云英示范点，成为乡村旅游的新景点。 该县启动将
军故里景区精品旅游线路油菜、 紫云英景观带建
设。 在县城至田铺乡河铺村红色旅游线路的新集、

香山湖、泗店、田铺等
4

个乡镇区沿线
11

个村共
种植油菜

2570

亩、紫云英
1000

多亩，油菜、紫云
英种植覆盖率在

95%

以上，建成了
15

公里旅游线
路油菜、紫云英景观带。 随着油菜、紫云英竞相开
花，乡村游、观光游的游人越来越多。 田铺乡清明
节期间，慕名而来的游客就高达

12000

多人，创下
清明节期间旅游人数新高， 进一步提高了田铺知
名度，刺激了当地经济，繁荣了田铺旅游业。 泗店
乡公路沿线

5

个村种植油菜
1680

亩、 紫云英
200

多亩，花开季节吸引大量游客赏花旅游，仅清明节
前后就接待游客近万人次，相关收入

40

余万元。

新集金兰山、卡房天台山、陡山河莲康山等绿
色旅游线路，往年的冬春季节，路边白茬田很多，

发展紫云英种植，不仅减少了白茬田，为土壤提供
丰富的的养分，提高水稻产量，而且带动了乡村旅
游。 游人在上山、下山途中，驻足观赏，走入紫色的
花丛，蹲下来静静地感受，你会听到成群蜜蜂“嗡
嗡嗡”地窃窃私语，穿行于田间小路，陶醉其中。

紫云英种植之种子出口创外汇

商城县是信阳紫云英繁种最佳区域之一，适
宜留种且繁种产量高。 去年该县种植紫云英

13

万
亩，其中留种田

2

万余亩，主要集中在汪桥、观庙、

余集、双椿铺、冯店等具有种子生产优势的乡镇，

现在紫云英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该县发展紫云英种子基地具有两大明显优
势，一是紫云英具有鲜草产量高、产种量大、种子
质量优的特点。 该县紫云英属早熟种，抗寒性和抗
旱力强，也较耐渍，引种范围广，可延伸到低纬度
的广大稻作区，备受日本、韩国等东南亚国家和地
区的青睐。 经过筛选比较， 该县紫云英在全国

20

多个优秀地方紫云英品种中产种量最高， 留种效
益最好。 二是该县种子部门有国内先进的紫云英
种子加工成套设备，有成熟的加工和质量标准控制
技术，有较强的出口经验，有较好的信誉和品牌。

20

世纪
70

年代末信阳市就被农业部确定为
全国紫云英种子生产基地， 其种子不仅遍销南方
各省，而且出口已有

30

多年的历史；信源牌信阳
紫云英种子经国家质检总局批准于

2002

年进行
了原产地标记注册，实施原产地保护。 为实现打造
全国紫云英种子生产和出口基地， 增强信阳市出
口创汇能力奠定了坚实基础。

紫云英种植之绿肥实惠又增效

今年，商城县以山信粮业公司为龙头，计划在
鄢岗、双椿铺、上石桥等乡镇建立有机米生产基地
5

万亩。目前，生产基地紫云英长势良好，农民正在
压青作底肥准备插秧。 紫云英是一种重要的有机
肥源，它含有丰富的氮素养分，固氮能力较强，盛
花期平均每亩可固氮量达

5

公斤
～8

公斤。 紫云英
的幼嫩茎叶， 含有丰富的养分， 在土壤中腐烂分

解，能大量地增加土壤中的有机质和氮、磷、钾、

钙、镁等含量，以及各种微量元素，而且鲜草分解
快，肥效迅速。 据测定，一般每亩可产紫云英鲜草
1500

公斤。每
1000

公斤紫云英鲜草可以为后茬作
物提供纯氮

4.0

公斤、 纯磷
2.0

公斤、 纯钾
2.3

公
斤， 相当于

8.7

公斤尿素、

16.67

公斤过磷酸钙和
3.83

公斤氯化钾。 种植紫云英可以增加土壤有机
质含量、促进土壤氮素循环、活化土壤养分，对培
肥地力、减少化肥用量、改善农田生态环境、农民
节本增效等具有重要作用。

山信粮业为打造稻米“从田间到餐桌”的全程
产业链

,

在巩固
5

万亩绿色、有机水稻种植基地和
10

万亩省级无公害晚籼米标准化示范区的基础
上， 又领办了商城县山信生态粮油种植专业合作
社。 合作社按照“基地

+

合作社
+

科研院校”的模式
运营，依托袁隆平超级杂交稻“种三产四”（商城）

丰产种植项目和隆平高科公司，与县内外
30

余家
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签订了绿色优质水稻种植收
购协议，优质水稻（

Y

两优
1

号）

5

万余亩，并以每
市斤高出市场价

0.05

元收购， 直接为合作社增收
增效。

目前，信阳市顺兴粮油、山信粮业、黄国粮业、

健民粮业等多家稻米加工龙头企业， 已经认识到
绿色和有机稻米将带来的巨大商机， 而用紫云英
作绿肥发展绿色和有机稻米是一种有效途径。 这
些企业正在通过订单农业， 建立有机稻米的生产
基地，大力发展绿色和有机大米，打造市场品牌。

紫云英种植之畜牧养殖好饲料

河区农民田兴成和罗山县农民胡天亮从今
年政府扶持紫云英种植尝到了甜头， 用紫云英鲜
草搭配精饲料喂猪，不仅节约了成本，而且提高了
猪肉品质，猪肉买上了好价钱。

紫云英鲜草柔嫩多汁，含水量
90%

左右，在盛
花期营养成分最高， 干草的粗蛋白含量在

20%

以
上，高于紫花苜蓿、草林犀、箭舌豌豆和苕子等豆
料牧草，比黑麦草、雀麦草、苏丹草等禾本科牧草
以及玉米、稻谷、大麦、小麦等各类籽实高

1

倍左
右。 它是一种蛋白质含量丰富的青饲料，可满足家
畜任何生理状态下对蛋白质营养的需求。

河区游河乡高湾村农民田兴成将紫云英作
为家畜的优质青绿饲料和蛋白质补充饲料。 紫云
英适口性好，各类家畜均喜食，营养价值也很高。

紫云英年可刈割
2

次
～3

次， 一般每亩鲜草产量
1500

公斤
～2500

公斤， 最高可达
4000

公斤。 以
1

市斤精饲料配合
6

市斤
～7

市斤鲜紫云英喂猪，不
仅提高猪肉肉质， 还为农户省约了成本， 猪粪还
田，经济效益相当可观。 紫云英作为青贮饲料不仅
贮存时间长、贮存量大、成本低，且养分的损失也
较少。 目前，河区紫云英规模种植户已有

4

户。

农民胡天亮是罗山县龙山乡岳冲村紫云英示
范基地种植户之一， 虽多年有种植紫云英的传统
习惯，但由于技术不成熟，收成一直不好，有效利
用价值也不高。 去年在县委、县政府以及县农业局
的大力宣传下， 老胡又利用冬季闲置田种上了紫
云英。 县里不仅免费给配了种子， 还配备了技术
员，眼下紫云英丰收在望，老胡心里美滋滋的。 他
暗暗算了一笔账：用紫云英鲜草搭配精饲料喂猪，

不仅省了精饲料钱， 家里的两头猪现长得皮红毛
少，比邻居同时购买的猪，每头足足重

30

公斤，以
每市斤猪肉

6.5

元计算，就多卖近
400

元。

有关领导和专家在田间指导工作。 农心摄 农民在田间耕作。 农心摄

。

日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