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游客在天津五大道
景区内举起文创雪糕拍照。清
明假期，天津五大道推出海棠风
味文创雪糕，受到年轻人喜爱。

佟郁摄

海棠风味文创
雪糕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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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林单丹 天津市武
清区陈咀镇的草莓、芹菜、油菜
等农产品因疫情滞销。陈咀镇
成立生活物资保障工作专班，
通过镇商会发动镇域企业，协
调运输车辆 40余台次，网格
员、志愿者100余人，打造了一
支保供“尖刀队”。通过农产品
滞销信息渠道，陈咀镇建立全
镇民生保障台账，镇内各村庄、
企事业单位开展点对点采购，
采取“线上定购、线下送货”的
模式，统一转运至全镇15个村
（社区）卡口，组织发动网格员、
志愿者将物资快速送至群众手
中。陈咀镇养殖场4000多头
奶牛鲜奶运输、饲料转运等难
题，也在天津市农业农村委等
部门协调下，以派发通行证等
形式迅速解决。

天津在全市涉农区范围内
加强监测调度，精准掌握农产

品卖难底数。天津市农业农村
委组织天津各级农业农村部门
监测调度农产品卖难问题，建
立起快速高效、上下贯通的信
息报送机制。安排10个疫情
防控督导组深入农村地区种植
基地调研农业生产情况，走访
种植户，了解当前滞销情况、原
因和需求，现场协助解决相关
问题。快速启动“地产农产品
产销平台”开发工作，以信息化
手段调度农产品卖难信息，提
高解决问题的时效性和准确
性。采用“日报告、周会商”的
方式分析研判农产品“结构性”
卖难问题，建立工作台账，逐条
跟踪推动滞销农产品销售情
况。截至目前，共收到农产品
卖难信息43条，主要包括叶菜
类、芹菜、番茄、萝卜等种类，总
量达638万斤。

全市范围搭建产销平台，

积极打通农产品销售渠道。
天津市农业农村委联合市商
务局发布农产品供需对接每
日快报，与批发市场、大型商
超、菜市场、电商平台等广泛
开展对接，通过益农信息社、
“津农精品”公众号、“GO-
TIANJIN购天津”等平台，多
渠道发布信息。充分发挥国
企“压舱石”作用，密切与市供
销社、天津食品集团、天津移
动等单位联系，迅速组织采购
滞销农产品。调动互联网平
台、农产品区域电商平台的积
极性，在生产端大批采购滞销
农产品，在销售端保障消费者
市场需求，两端联动，合作共
赢，构建起产销对接新模式。
截至目前，累计为农业生产主
体解决滞销蔬菜459万斤，鸡
蛋9.5万斤，有效缓解了地产
农产品“结构性”卖难问题。

天津：破解疫情下农产品
“结构性”卖难问题

本报讯 陈忠权 一年之计在
于春，水稻育秧正当时。为确保
今年我市100万亩小站稻丰收，
连日来，10个涉农区稻农正在
加紧开展水稻育秧，农技人员深
入一线指导，确保育出健康、茁
壮的稻秧。

为帮助稻农育好秧，市农业
农村委积极组织农技人员深入
津南、宁河、宝坻等小站稻生产
重点区进行技术指导。为确保
今年小站稻优质高产，农技人员
首先积极向农户推广优良品种，

有津原U99、津原89、金稻919、
津育粳22等，这些品种不但亩
产高，还具有抗倒伏，抗稻飞虱
等特点。

积极推广利用塑料大棚进
行集中育秧，提高育秧质量和效
益。与此同时，精心指导稻农们
就地取材，在田间搭建防风、御
寒、保温的小拱棚，帮助稻农减
少育秧成本。热心帮助稻农采
用基质育秧新技术，手把手指导
稻农铺平苗床基质材料，装好微
喷水龙头，科学控制微喷次数。

采用科学侵种方式，预防稻秧青
枯病、立枯病。今年津南区、宁
河区政府部门都对采用基质育
秧的稻农进行补贴，确保小站稻
丰产，今年全市基质育秧面积超
过20万亩。

积极发挥大型农产品生产
基地示范带动作用，积极为小农
户育秧。今年天津市优质农产
品开发示范中心充分发挥现有
设施农业优势，加紧为周边稻农
们育秧，总量将达到45万盘左
右，可满足2万亩稻田插秧需求。

本报讯 马冬 4月6日，从
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获悉，2022
年将深入实施"农业产业项目
突破年"活动，计划实施农业
重点项目915个（其中5000万
元以上项目642个)，总投资超
3000亿元，年度计划投资820
亿元，同比增长100％以上；谋
划农业招商项目429个，计划
签约引资1700亿元，同比增长
20％以上。

围绕15个优势产业集群
上项目。引导资本参与现代
种业、技术集成、现代化养殖
等重点项目建设。实施项目
698个，今年计划投资317.1亿

元，占全省农业项目年度计划
投资额的38.7％。

围绕农业园区创建抓项
目。实施重点园区崛起行动，
省级重点支持30个，市级重点
提升100个，县级重点建设230
个，推动土地、科技、人才等要
素向园区集聚。实施项目264
个，今年计划投资189.3亿元。

围绕农业产业化拓展项
目。立足强链、补链、延链，加
快建设农产品精深加工、烘干
分拣、中央厨房等重点项目。
实施项目159个，今年计划投
资184.2亿元，占全省农业项
目年度计划投资额的22.5％。

天津100万亩小站稻加紧育秧

河北计划实施农业重点项目915个

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本报讯 万红 4月5日，在
第182场天津市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
上，天津市市场监管委二级巡
视员王嘉杰表示，围绕天津市
疫情防控，作为市群防群控专
业组牵头部门，市市场监管委
坚持管控不放松，采取科学、精
准、有力措施筑牢天津市群防
群控防线。针对本轮疫情中农
集贸市场存在散发病例，天津
市还在强化主体责任的同时开

展专项检查督查。
近期，市群防群控专业组

开展了落实测温、扫码、戴口罩
“三件套”专项行动，以及商业
综合体(商场)、农集贸市场、果
蔬售卖店紧急专项行动。尤其
是3月20日以来，持续对农集
贸市场开展了专项督查，及时
制发《市群防群控专业组关于
加强商业综合体(商场)、农集贸
市场、果蔬售卖店落实测温、扫
码、戴口罩“三件套”防疫措施

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区、各行
业主管部门以商业综合体(商
场)、农集贸市场、果蔬售卖店
为重点，严格督促其落实“三件
套”防疫措施，做到“健康码—
场所码”“应申尽申”“应扫尽
扫”，并靶向性开展市、区两级
专项检查督查。同时，天津市
还持续开展“健康码—场所码”
数据分析，会同市大数据管理
中心，每日分析全市“扫码”数
据，形成每日分析报告。

天津针对农集贸市场开展专项检查督查

近日，受周边城市新冠肺炎疫情阻断交通、蔬菜集中上市等因素影响，天津部

分涉农区地产农产品出现“结构性”卖难情况。为最大程度降低农户损失，做好农

产品稳产保供工作，天津市农业农村委主动担当、迅速行动，积极对接产销两端，打

通地产农产品内销渠道。

本报讯 孙维福 日前，从
河北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通
过推广生态健康养殖模式、搭
建多元产销平台等有力举措，
水产大省河北一举扭转近两
年水产品出口下滑趋势，2021
年全省水产品实现出口创汇
2.3亿美元，同比增长24.5％。

近年来，不论是在沿海地
区、还是在内陆涉水产的县
市，河北各地愈发坚定认识
到，只有走生态健康养殖之
路，才能取得水产品质量效益
双增长。在广泛推广生态健
康水产养殖模式的同时，全省
深入开展了养殖尾水治理模
式推广行动、水产养殖用药减
量行动，进一步加强疫病监测
和预警预报，发挥新版“鱼病

远诊网”作用，提高为水产养殖
企业、渔民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种源是水产高质量发展
的关键。通过摸清原种、地方
品系、新品种和引进种的种
类、群体数量、区域分布和保
护利用等情况，以鱼、虾、蟹、
贝等为重点，全省各地还持续
推进水产原良种生产体系建
设，大力完善基础设施条件，提
高了良种亲本供种保障能力。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渔
业企业信息沟通渠道不畅，河
北省水产品出口受阻，出现下
滑趋势。在此形势下，省农业
农村厅搭建多元产销平台，成
功举办全省首届水产品出口产
销对接会，为克服时下困难、促
进外贸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河北水产出口创汇2.3亿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