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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本 报 讯 张 楠 吴 震 日
前，天津市应急管理局会同
北京市应急管理局、河北省
应急管理厅以视频会议形式
召开京津冀救灾和物资协同
保障工作第三次联席会议，
重点部署加强北京冬奥会和
冬残奥会期间救灾物资协同
保障工作，进一步提升京津
冀三地救灾和物资协同保障
水平。

北京 2022年冬奥会和
冬残奥会召开是全国人民的

大事和喜事。三地应急管
理部门牢固树立底线思维，
以“防风险、减灾害、保安
全”为目标，切实落实赛事
期间安全服务保障相关工
作。此次会议审议并原则
通过的《北京冬（残）奥会京
津冀救灾物资协同保障路
线》，在充分预判地震、低温
雪灾、森林火灾等灾害风险
的基础上，采用“一馆一策”
“一库一案”的模式，统筹京
津冀三地救灾物资资源，细

化路线，对赛事期间各场馆
点位的救灾物资保障工作
进行全面细致部署。

京津冀三地应急管理部
门紧紧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
国家战略，在救灾物资增储
品种论证、自然灾害救助应
急预案修订和京津冀救灾物
资协同保障机制建设等方面
开展实质性合作，推动京津
冀救灾物资协同保障水平提
升。会议指出，今年三地要
着力在救灾物资差异化储

备、丰富救灾物资品种、提高
物资运送效率、实现物资数
据共享、打造物资协同保障
示范区、开展联合协同演练
等方面开展积极探索。对新
编制的京津冀救灾物资协同
保障应急预案、联席会议制
度、信息通报管理制度、应急
演练办法、评估暂行办法、预
警响应流程与工作规范、相
邻地区救灾协同办法等制度
性文件，与会人员进行讨论
完善。

京津冀三地加强北京冬奥期间
救灾物资协同保障

元 宵 佳 节 之
际，河北省大厂回
族自治县各元宵销
售网点产销两旺，
市民纷纷前来购买
传统手工元宵，准
备与家人团团圆圆
欢度佳节。刘亮 摄

本报讯 陈忠权 日前，《天津
市乡村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发布。到2025年，天津市农产品
加工业收入将达到1600亿元，农
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将达到72%，
休闲农业年接待人次将达到
2000万人次，休闲农业年综合营
业收入将达到50亿元，“津农精
品”品牌数量将增加到200个。

根据《规划》，“十四五”期
间，天津市采取多项措施，促进
乡村产业稳步推进，现代都市型
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
体系更加完善。其中粮食和重
要农产品供给保障更加有力，新
建、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100万
亩，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持在
223万吨左右。优势特色农产品
产业链供应链更加健全，一、二、
三产业深度融合。肉、蛋、奶、
鱼、菜、果等鲜活农产品供给保
障能力继续提高，做强“津农精
品”系列品牌。大力培育农产品
加工业收入超50亿元的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

《规划》提出，“十四五”期
间，天津市立足优势和资源禀
赋，加强镇级农业全产业链开
发。在现有申报成功的7个全国
农业产业强镇基础上，推动全市
涉农区发展农业产业强镇，开发
镇域主导产业，推动产城融合、
产村融合发展。

2025年“津农精
品”将增至200个

本报讯 李连成 王芳 2021
年，保定市农业农村部门紧扣目
标，围绕农业全产业链，贯通产
加销，一二三产融合进一步加
深，农业产业化取得积极进展。

龙头企业实现突破。市级
以上龙头企业达到303家，省级
龙头企业达到101家。新获批3
个国家龙头企业，同比增长
100%。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联
合体达到48家，县级以上农业产
业化联合体达到100个。农产品
加工企业总产值534.6亿元，位
居全省前列。

招商引资实现突破。全市
招商引资现代农业项目72个、总
投资218亿元，招商项目数量、总
投资额居全省第二。投资15亿
元的同福集团大健康产业园项
目落地定兴；涿州加快推进现代
农业集成示范区建设；唐县与首
农集团共建有机农业产业带。

三产融合实现突破。打造
“一村一品”专业村1290个，其
中，国家级14个，省级23个。河
北新发地农副产品物流园等6个
园区（基地）入选全国农村双创
园区（基地）。全市休闲农业营
业收入达到3.94亿元。

本报讯 冯阳 大年初四，
在河北省承德丰宁满族自治
县樱桃沟村昌达农业有机蔬
菜基地，工作人员身穿统一
服装，麻利地将新加工的有
机蔬菜整形、去杂、包装，再
把 7吨多有机蔬菜快速装
车。3个小时后，这辆满载新
鲜蔬菜的货车便到达北京冬
奥会张家口赛区，成为参会
人员的桌上餐。

作为北京冬奥会和冬残
奥会餐饮原材料供应基地，自
1月25日起，昌达有机蔬菜基
地已经向张家口赛区输送两
次有机蔬菜。基地不仅能够
提供洋葱、土豆等本地特色蔬
菜，而且能够满足西蓝花、生
菜、娃娃菜等反季节蔬菜的供
应，供应品类达到16种。为保
障冬奥会蔬菜安全供应，基地

对各项软硬件设施进行了优
化升级，种植区和加工区都实
现了可视化生产和远程监
控。运送蔬菜的车辆上安装
了温控器，将运输舱的温度控
制在0至2摄氏度之间，确保蔬
菜的新鲜。

“能够让丰宁菜摆上冬奥
会的餐桌，为冬奥会尽一份
力，做一份贡献，我特别自
豪。”丰宁昌达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董事长彭德强如是说。

想要成为冬奥会供应商，
并非易事。彭德强介绍，2020
年初，河北省开始在张家口周
边寻找冬奥会餐饮原材料供应
基地。经过省、市、县农业和市
场监管等部门的举荐，通过层
层申报、多轮考察、实地勘验、
专家评审等环节，昌达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终于在去年正式被

北京冬奥组委运动会服务部和
河北省冬奥办等部门评定为北
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餐饮原材
料遴选供应商。

昌达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之所以能获得这一资格，源自
彭德强多年来种植有机蔬菜
的成功经历。

丰宁满族自治县土地肥
沃、光照充足、早晚温差大，非
常适合种植蔬菜。依托当地
区位优势，2009年起，彭德强
另辟蹊径，开始在自己的蔬菜
基地尝试采用生态种植法，种
植有机蔬菜。

每年开春后，彭德强会邀
请相关机构，进行空气、土壤、
水质等各项指标的检测，确保
蔬菜在优良的环境中生长。
蔬菜种植过程中，菜地里不施
农药和化肥，除草靠人工拔

草，通过技术手段实现防虫治
虫。采摘后的蔬菜会被送到
专业的第三方机构进行化验，
各项农残指标都达到了行业
内较高水平。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彭德
强的蔬菜基地发展到5300多
亩。其种植的有机蔬菜不仅
销售到北京、上海、深圳等地
的大中型商超，而且较普通蔬
菜售价更高，带动了当地2000
多户种植户实现增收。

“能够服务冬奥会，就是
对我们产品的认可。这是一
份荣誉，也是一个契机。”谈及
未来发展，彭德强充满信心。
随着有机蔬菜的需求量不断
攀升，他看到了行业更大的发
展空间。“让更多人吃得上吃
得起有机蔬菜，我们一直为此
努力着。”彭德强说。

丰宁有机菜冬奥桌上餐

河北保定农产品
加工企业总产值
达534.6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