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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赋能:
“院士工作站”建到田垄边

在鑫鼎公司红梨种植基
地，建在果园里的“院士工作
站”有 8个房间，里面摆放着
各种农具、实验器材等，简单
易懂的种梨技术普及图张贴
在院墙上。

这是衡水市建立的第一个
农业“院士工作站”。随着研究
人员的进驻，多项实验室里的果
蔬高产高效先进技术，在这里真
正落了地。

“农业现代化，关键在科技
进步和创新。”河北省农林科学
院植保所硕士宋健，一年里超过
半数的时间“扎”在武邑的田间
地头，“产学研”结合让土疙瘩变
成“金疙瘩”。

在促进科技与农业深度
融合上，该县与中国科学院、
中国农大、河北省农科院、河北
农大、郑州果树研究所等多家
科研院所建立了长期战略合
作，成立了河北（衡水）梨产业
技术研究院和河北衡水羊产业
研究院两个省级农业技术研究
院，并创建了两个省级农业创
新科技驿站。每年来武邑的国
家及省级专家就超过 1000人
次，全县形成了每个种养项目
都有几个专家指导的喜人局
面。专家们进田间、到地头，把
技术、信息和服务带到第一线，
对农技人员、新型经营主体、种
植大户进行农业技术培训，还依
托当地农业资源做课题研究，有
效提升了武邑县的农业科技化
水平。

绿色农业:
算好生态、经济“两本账”

日前，魏县的客商在微信购
销群里求购无公害韭菜。“我们
种的是有机韭菜，有绿色食品认
证。”武邑县“武罗缘”韭菜种植
基地负责人李泽的一句话，立即
点燃了客商的购买热情，双方当
即打通电话协商相关事宜。李
泽介绍说，“武罗缘”韭菜是河北
省第一个获得绿色食品认证的
韭菜农产品，其所属的武罗农产
品种植专业合作社获评全国农
药零增长示范基地。

目前，武邑县农产品绿色防
控覆盖率超过50%，今年该县顺
利通过创建，获评全国农作物病
虫害“绿色防控示范县”。

成绩背后是艰辛的探索与实
践。从2016年开始，武邑县开展
了熊蜂授粉与绿色防控集成示范
推广等绿色防控工作，通过政府购
买服务，推动30%以上的农户接受
了绿色防控培训，并对规模化生产
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农业龙头
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建立田间生
产管理档案，全程记录病虫害防控
措施。他们还选用抗性品种，培育
无病无虫苗，利用灯诱、性诱、食
诱、生物农药等控制害虫，化学农
药用量减少30%以上，病虫害综合
防控效果超过80%。

品牌助力:
擦亮种养产业“金招牌”

麻酱西瓜订单预售，“冠扬
羊肉”进了北京、天津、石家庄的
大型超市，“蜂狂的老头”蜂蜜通

过网络走入千家万户……说起
特色农产品，武邑县有很多。

品牌是质量，是标准，是效
益。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
武邑县坚持把品牌建设作为增
强农产品竞争力、提高农业效益
的重要举措，围绕促进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持续加
强农产品品牌建设。

加大资金扶持，2020年以来，
该县打捆使用县级涉农资金7000
多万元，重点支持红梨、奶牛、肉
羊等产业，并积极争取省级资金
50万元用于产业品牌打造。

以龙头企业带动产业深加
工，投资3000多万元建立鲜食
玉米加工厂，带动全县种植鲜食
玉米2.2万亩，产品销往黑龙江、
吉林、陕西、河南、湖南等地，种
植户实现亩均增收3000元。目
前，该县已经有两家国家产业化
重点龙头企业。

参赛参展打品牌，“鑫绿雅”
芽菜荣获第五届河北省农村创
新创业项目创意大赛最具市场
潜力奖；近200种特色农产品集
体亮相第五届衡水市旅游产业
发展大会绿色农产品展销会，并
随着网红大V、文旅体验师、短
视频达人的镜头走进大众视野。

如今，武邑县品牌农产品数
量不断增加，注册了“衡浒”“武
罗缘”等193个商标，武邑红梨
获批河北省区域公用品牌，获得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认证；中华名
果黄口大枣正申报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和农产品地理标志双认
证；“冠扬羊肉”获批河北领军企
业品牌，马肥甜桃、韩老汉富硒小
米等一大批特色农业品牌影响力
越来越强。 （陈凤来 段文雅）

本报讯 马晓冬 天津市商
务局发布紧急通知，进一步加
强农产品批发市场、菜市场、大
中型超市等重点场所疫情防控
工作，各市场主体也采取多项
措施，做好保供稳价工作。

根据通知要求，各区应在
重点农产品批发市场入口处设
立核酸采样点，各农产品批发
市场严格落实外地来返津人员

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要求，境
内本土疫情防控期间，对场内
停留超过3日的外地来返津人
员（含保洁等）执行第1、3、7日
核酸检测。

受疫情影响，天津海吉星农
产品批发市场部分区域被划定
为封控区、管控区，在落实相关
疫情防控要求的基础上，该批发
市场强化货源储备。目前，大部

分商户都增加了进货量，储备和
在途货物至少可保障3天的销
售，批发价格较为稳定，交易量
较前段时间增长约30%。昨日，
海吉星的蔬菜交易量达 5200
吨，肉类50吨，水果约300吨。

此外，从华润万家超市了
解到，该超市各门店的蔬菜、水
果、水产等商品均正常供应，销
售价格稳定。

本报讯 陈忠权 为确保
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在
2021年天津市小站稻已达到
100万亩基础上，今年天津市
将进一步稳定产能，提质增
效，从育种、栽种、收割、销
售、品牌、文旅融合等方面构
建全产业链条，助推小站稻
产业高质量发展。

天津市持续加大科研育
种工作力度，开展高产、优质
粳稻种质资源研究，大力推
广主栽品种，加强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优质小站稻品种
选育。建立高效运行的分子
标记辅助选择技术和信息育
种技术，实现全系谱、全基
地、全周期育种信息化，完善
常规技术、分子技术和信息
技术相结合的小站稻品种选
育技术。

同时，开展优质小站稻品
种示范，在津南、宝坻、宁河、
西青、武清等区域开展优质食
味小站稻新品种（系）联合展
示示范工作，进一步明确优质
小站稻生产的适配区域。开
展高标准农田建设。提高小
站稻绿色技术覆盖率，持续开
展机械化旱直播示范和小站
稻绿色高效栽培技术集成与
示范，建成核心示范区和辐射
带动区建设工作。完善、优化
绿控集成技术，建立小站稻病
虫害绿色防控示范区。实施

稻渔综合种养基地建设10万
亩，达到“一水两用、一地双
收、稳粮增效、稻渔双赢”的综
合效果。

继续认定小站稻品牌入
选“津农精品”，逐步将小站
稻打造成国内知名的农业品
牌，继续组织参加中国国际
农产品交易会、京津冀品牌
农产品产销对接、中国品牌
日等活动，扩大品牌影响力
和市场竞争力。以《“优质小
站稻”商标使用管理暂行办
法》为依据，加强商标依法使
用、规范使用管理，推动小站
稻品牌建设向高品质、高附
加值发展。

积极发展农业订单预售
和订单竞价，聚焦小站稻产
业链生态圈建设，搭建以天
津粮油商品交易所为核心的
全流程服务平台。通过小站
稻“数字+溯源”、商品现货交
易结算等系统，全面构建线
下对接认证、线上金融服务
间的互联互通平台，打造形
成优质稻谷的商品价格指数
和流通定价中心。

推进天津食品集团小站
稻收储+基地项目建设，提升
集团小站稻收储加工能力，助
力宝坻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
园创建。充分释放加工车间
产能，不断降低生产成本，完成
2000吨小站稻动态储备工作。

河北武邑:现代农业
成助农增收“金钥匙”

2022年3月13日，
在河北省石家庄新乐市
承安铺村助农种植专业
合作社种植基地，农民
在利用农业机械对麦田
进行管护。 贾敏杰 摄

河北石家庄：
春日农事忙

天津加强重点场所疫情防控
多举措守护百姓“菜篮子”

天津构建优质小站稻
生产全产业链

兴彪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温室大棚里，村民们喜滋滋地摘下圆滚滚的茄子；“武罗缘”韭菜种植基
地内，鲜嫩的韭菜即将发往京津冀各地；紫白相间的甜糯鲜食玉米，已成为人们餐桌上的一道美食……
如今，特色农业在武邑县奏响了“四季歌”，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金钥匙”。

致力于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近年来，传统农业大县武邑积极根据市场需求和本地实际调优农
业结构，大力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品牌农业、质量农业，走出一条富有特色的农业高质量发展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