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首都食品安全2021年12月3日 星期五
E-mail：tougao_cfs365@126.com京津冀

责编：孟渤钧 版式：武凯强

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
线，有效提升农产品市场
化率

省党代会报告提出，“牢
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确保
实现粮食年度总产700亿斤
以上目标”“大力发展农村电
商和产销体系，深化供销社
改革创新，有效提升农产品
市场化率”。

“衡水是农业大市，将坚
决扛起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
严守耕地保护红线，稳定粮食
综合生产能力。”衡水市市长
吴晓华代表表示，要用“长牙
齿”的硬措施严格落实耕地保
护制度，遏制耕地“非农化”，
防止“非粮化”，科学划定480
万亩粮食生产核心区，以农业
生产需求为牵引精准配置水
资源，开展河湖水系连通整治
大会战，改善农业基础设施条
件，建设“旱能灌、涝能排”的高
标准农田。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
施，电商凭借便捷、高效、成本
低、覆盖面广等优势，在拓宽农
产品销售渠道、满足居民消费
需求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

吴晓华代表介绍，衡水市
积极扶持农村电商，把培育发
展农村电子商务龙头企业作为
主要抓手，促进电子商务平台
向农村延伸，大力推行“龙头企
业+专业合作社+农户”的联合
经营模式，帮助广大农户做到
既要种好田，更要卖出好价钱。

肃宁县是国家数字乡村试
点县，在全国率先实现“全域淘
宝镇”，在全省率先成立“数字
经济发展服务中心”。

“大力发展农村电商被写
入省党代会报告，令我们深受
鼓舞。”肃宁县委书记王志乾代
表说，肃宁县注册网店达3万
余家，快递发单量连续3年同
比增长50%以上，预计今年发

单量突破1亿大关。肃宁将以
供销社改革为契机，大力实施
电商兴县战略，办好一年一度
的河北（肃宁）电商文化节，做
好“聚、融、促”三篇文章。“聚”
就是聚集全国各地、四面八方
的发展要素和资源，让肃宁电
商如林、主播如云；“融”就是让
产业和电商、主播和产品尽情
地融合，实现肃宁“播全国、卖
全国”的目标；“促”就是以电商
促进销售，以销售促进生产，以
生产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助力
乡村全面振兴。

壮大农村集体经济，
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

省党代会报告提出，“壮大
农村集体经济，集体经济收入
10万元以上的村达到80%以
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加强防贫监测帮扶，坚决守住
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黄儿营西村，是宁晋县贾
家口镇的一个平原村。全村拥

有152家线缆企业，是个远近
闻名的“线缆村”。村集体年收
入超5000万元，全村企业完成
税收逾1亿元。

“省党代会报告为壮大农
村集体经济指明了方向，我们
的目标是，未来3至5年，让村
民的腰包再鼓一鼓，让村集体
收入再翻一番。”黄儿营西村党
委副书记宁建强代表介绍，黄
儿营西村今后将加快发展电缆
制造业、商业服务业、现代农
业、教育事业等四大支柱产业，
努力打造全国一流的乡村振兴
样板村。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既要
增加农民人均纯收入，也要增
加农村集体经济收入。”石家庄
市农业农村局局长王溪波代表
表示，石家庄市将按照“一环两
带”规划，做大做强特色优势产
业，力争通过几年努力，打造出
8个具有较大规模、较强竞争
力、较大产品优势的特色产业
集群，从而确保“米袋子”“菜篮
子”产品生产供应，确保农民人

均纯收入稳定较快增长。通过
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激活乡村资源资产等生产要
素，积极探索党支部领办合作
社等模式，不断增强村集体经
济发展活力，持续壮大集体经
济实力。

邯郸市峰峰矿区区委书记
孙亚鹍代表介绍，峰峰矿区将
加快推进强乡富村工程，持续
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大力发展
文化旅游等产业，在谷驼小米、
富硒桃、大潘鱼等农村精特产
品上做好文章，增强乡村集体
经济“造血功能”。发展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培育一批各具特
点、富有活力的特色小镇，让百
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致富。
对脱贫人口实行监测和帮扶全
覆盖，将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
致贫户，以及因病因灾因意外
事故等刚性支出较大或收入大
幅缩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
困难户，作为易返贫致贫人口
重点监测，持续跟踪收入变化，
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

本报讯 李如意 从河北省
科技厅获悉，河北省科技创新
“十四五”规划已于日前正式印
发。在科技创新协同发展领
域，“十四五”时期，河北省将以
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为“牛鼻
子”，推进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
体建设向纵深发展。雄安新区
创新高地效应初显，形成一批
环京津协同创新增长极，承接
京津创新资源能力明显增强，
融入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生
态圈。

据了解，“十三五”期间，京
津冀协同创新取得新突破，河北
省吸纳北京技术合同交易额达
到853亿元，是“十二五”总量的
4倍。雄安新区科技创新顶层设
计基本完善，中科院雄安创新研
究院等一批科研机构入驻新区
并启动运行。《科技冬奥 智慧崇
礼行动计划》有效实施，一大批
先进技术成果在场馆运维、赛事
保障、智慧城市建设等工作中得
到应用。

河北省科技厅副厅长张永
强介绍，“十四五”期间，为了切
实把重大战略机遇转化为创新
发展优势，在规划中做了专章部
署，更加突出“三件大事”深入推
进带来的创新实效。

第一，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
解为“牛鼻子”，推进京津冀协同
创新共同体建设向纵深发展。
进一步明确河北省在协同创新
中的功能定位，紧扣“京津研发、
河北转化”，以环京津科技园区
为重点，加快建设一批高水平中
试基地、打造一批成果转移转化
承载高地、培育一批环京津协同
创新增长极，推进河北京津冀国
家技术创新中心建设，加强三地
技术市场信息数据互联互通，形
成京津冀创新资源开放共享的
新局面。

第二，以打造雄安全球创新
高地为引领，辐射带动河北省创
新发展。河北省将不断推动各
类创新资源向雄安新区集聚，加
速国家高端科技创新平台、国际
一流科技基础支撑体系和国际
化创新创业服务体系向雄安新
区布局，力求通过新区科技创新
的高速发展，带动河北省科技实
力不断增强、科技创新支撑引领
能力大幅提升。

第三，以冬奥筹办为契机，
引领张北地区创新发展。一方
面围绕科技创新与冬奥深度融
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打
造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
术应用示范场景，不断提升办
赛、参赛、观赛科技保障能力。
另一方面，关注后奥运经济可持
续发展，高标准建设河北省冰雪
产业技术创新研究院，打造崇礼
绿色智慧小镇，带动张北地区产
业转型升级，在冬奥会筹办和本
地发展两份答卷中贡献更多科
技力量。

河北吸纳北京
技术合同853亿

本报讯 陈忠权 农业种质
资源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与
重要农产品供给的战略性资
源，是农业科技原始创新与现
代种业发展的物质基础。日
前从有关部门获悉，近年来，
天津市下大力气进行保护，截
至目前已成功保存粮食、蔬
菜、畜禽、水产等农业种质资
源总量达到12万种。

据了解，目前天津市保存
的12万种质资源中，科研育种
单位保存约8万份，企业育种
单位保存约3万份，其他单位
保存约1万份。

以小站稻育种创新为突
破口，培育优质小站稻品种
50余个，在全国具有明显竞
争优势；黄瓜育种始终处于
国内领先地位；在全国率先

开展种牛性能测定，初步形
成了种牛自主培育能力，群
体生产性能全国领先；培育
“津新鲤”“津鲢”“津新乌鲫”
等11个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
国审水产新品种，国家级良
种场引进、保有水产良种 40
余个，年生产苗种能力达到
160亿尾；初步建立了国内领
先的食用菌菌种库；生物有

机肥料、微生物肥料和有机
物料腐熟菌剂三大类生物制
剂在全国 69种作物上进行
试验示范，取得了良好效果
……这些资源有效地支撑了
全市动植物育种和农业可
持续发展，育成了一大批高
产、优质、多抗的新品种，在
农业生产中发挥了巨大的促
进作用。

天津市农业种质资源保护成果丰硕

2021年11月29日，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区柳林屯乡范台村农民正在搬运白菜。该区种植的
1400多亩大白菜长势良好，喜获丰收，农民抢抓晴好天气收获、运输，供应市场。 李明发 摄

本报讯 郝东伟 民族要
复兴，乡村必振兴。河北是
京畿要地、农业大省，省第
十次党代会报告为河北省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进一步
指明了方向，引起代表们的
高度关注。如何布局落子，
大家说体会，谈思路，纷纷建
言献策。

河北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