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日来，在河
北省承德市宽城
满族自治县板城
镇的香菇食用菌
园区内，农民们忙
着采收、搬运、挑
选香菇食用菌，供
应各地市场。

刘环宇 摄

香菇迎来
采收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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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本报讯乔杨武少民李家鼎
凌晨3点，李树增已无睡意，下
地先查水渠、再测土温，紧接着
直奔育秧大棚。棚内上百个育
秧托盘上，泥土和肥料混合而成
的基质被均匀铺满，绿油油的秧
苗正茁壮成长。“老话说‘秧好一
半禾、苗壮七分收’，丰收不丰
收，关键看育秧，马虎不得。”他
边说边察看秧苗。

在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镇，
李树增是出了名的种粮大户，他
创办的专业合作社承包流转土
地1万亩，其中7000亩种水稻，
今年计划拿出500亩试种小站稻
品种“津川1号”，“头回种，心里
没底，得盯紧点。”

“只要根据我们的建议科学
种植，稳产增收就有保障。”天津
农学院乡村振兴研究院首席专
家崔晶给李树增撑腰打气。“津
川1号”正是崔晶和同事们的研
究成果，“这是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津种’，已经十分接近小站
稻‘曾经的味道’。”

201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天津考察时强调：“一个国家
只有立足粮食基本自给，才能掌
握粮食安全主动权，进而才能掌
握经济社会发展这个大局。”“希
望天津加快发展现代都市型农
业，努力提高粮食自给能力，为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多作贡献。”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精神，天津守护好城市的
“米袋子”“菜篮子”，着力构建现
代都市型农业生产体系、产业体
系、经营体系，促进优势产业质
量效益和竞争力全面提升。

小站稻历史悠久，曾是天津
农产品的金字招牌，然而过去一
段时期，种植面积由于多种原因
大幅缩减。2018年起，天津开始
实施“小站稻振兴计划”，坚持规
模和效益并举、点状突破和体系
建设并重，以小站稻振兴带动粮

食生产高质量发展。
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

自己手中，就必须把种子牢牢攥
在自己手里。近年来，天津努力
推进种业自主创新攻关，“研发
一批、应用一批、储备一批”的品
种创新格局已经形成。

“在保证高产的基础上，我
们将研发重点放在了如何适应
都市消费新特点、如何让老百姓
吃上高品质的大米上。”崔晶介
绍，小站稻种植面积已由2016年
的30万亩增加到如今的100万
亩，且全部使用自主品牌。

稳面积、增单产、提能力，近
5年天津粮食产量年均增长
4.5%，口粮自给率由2016年的
36.2%提升至2021年的65.4%，在
全国粮食主销区中位列前茅。

“发展现代都市型农业，要
充分平衡粮食生产与设施农业、
畜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天津
市农业农村委员会相关负责同

志介绍，“十四五”时期，天津提
出要推动设施农业由规模数量
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加快发展
设施蔬菜、设施养殖，带动农业
转型提升。

津南区葛沽镇跃进农业种
植专业合作社的蔬菜大棚里，西
红柿和小白菜套种的幼苗铺满
田垄，绿意盎然。“温度、湿度、肥
力都不能差，用心才能种出好
菜。”农户郑营春正忙前忙后。
为解决城市近郊农业从业人员
数量不足的问题，合作社采用
“合作社+大棚”的生产模式。“四
季不闲棚，谁有本事谁来种。”合
作社负责人刘学仁说，合作社目
前已带动 30余户农户增收致
富，户均年利润超过15万元。

“紧邻寸土寸金的都市，我们
坚持向集约化要效益，既打理好
城市的‘菜园子’，也让更多农户
鼓起‘钱袋子’。”葛沽镇副镇长孟
祥冀说，今年全镇将再增加1200

亩设施农业面积，进一步促进农
产品基地化、规模化、品牌化。

2021年，天津共建成设施农
业20.73万亩，有力保障了“菜篮
子”产品供应，自给率在国内大
城市中保持较高水平；整合形成
市级农业品牌，“津农精品”成为
天津农产品的响亮代名词；持续
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休闲农业旅游、众筹农业、定制
农业、电商农业热度大增。2021
年，天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达27955元。

“天津将新建改造提升高标
准农田100万亩，同时加强基本
保障型蔬菜生产功能区和特色
农产品优势区建设，进一步稳
定、提升粮食和‘菜篮子’重要农
产品的自给率。”天津市农业农
村委员会党委书记、主任王宝雨
表示，天津将继续深化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聚力打造现代都
市型农业升级版。

本报讯 芦晓春 近日，北京
市委、市政府印发《北京率先基
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行动方
案》（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提出，到2035年，北
京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
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
农民富裕富足，率先基本实现
农业农村现代化。形成产品质
量高、生产效率高、产业效益
高、安全生产能力强的都市型
现代农业新态势，与首都功能
相适应的自治法治德治“三治”
融合、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善

治乡村新局面，农民收入持续
增长、生活品质明显提升、精神
文化生活丰富、全生命周期需
求普遍得到较高水平满足的城
乡共富新格局。

《方案》要求，“十四五”时
期，北京要围绕农业高质高效
目标，塑强“服务市民、富裕农
民”的都市型现代农业；围绕乡
村宜居宜业目标，打造国际一
流和谐宜居之都的“战略后院”
“美丽前院”；围绕农民富裕富
足目标，推动形成城乡共建、共
治、共享、共富的发展格局。

北京将实施稳产保供能力
提升工程、现代农业发展载体
打造工程、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
培育工程“三大工程”，发展现代
种业、绿色有机农业、设施农业、
特色农业、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
业“五大产业”，全面提升农业质
量效益和竞争力。实施农民充
分就业计划、高素质农民培育计
划、社会救助保障计划、强村富
民计划“四大计划”，推动农民收
入持续增长、城乡居民收入比持
续缩小到2.4∶1、村集体经济持
续发展壮大。

本报讯郝东伟近日，在工
程车的鸣笛声中，顺平县富硒农
业产业园（博士农场）项目正式
开工。该项目总投资1.2亿元，
占地面积550亩，集农业科技展
区、研学体验区、科普宣传推广
区、农业科技交流中心、农业科
技数据中心等为一体，预计明年
3月投入使用，将成为河北保定
市顺平县富硒产品研发、创新的
技术依托平台及宣传推广阵地。

推进项目建设，助力经济
发展。今年，河北省农业农村
厅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抓投
资上项目促发展决策部署，把
项目建设作为促进农业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抓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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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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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特色优势产业集
群，河北省引导资本参与现代
种业、技术集成、现代化养殖等
重点项目建设。围绕农业园区
创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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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农业产业
化立足强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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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农业农村厅成立以
厅主要负责同志为组长的领导

小组，设立项目专班和三个行
业推进组。市县相应成立工作
机构，上下联动，协同发力。将
农业项目建设纳入乡村振兴年
度考核清单。建立全省农业项
目建设评估指标体系，有针对
性地督导调度。把项目建设成
效作为资金分配的重要依据，
安排专项资金对农业招商和项
目建设先进市、县予以奖励。
印发《关于常态化疫情防控形
势下加快推进农业项目建设的
通知》，全力推动农业项目建设
提速提质提效。

大项目好项目带动农业投
资，也为今后的发展增添动
力。“我们正全力以赴加快项目
建设速度，预计7月份部分生
产线即可投产。”河北玖汇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维胜
说，一森高端药用酸枣深加工
项目预计总投资10.7亿元，项
目建成后，酸枣年加工能力20
万吨，酸枣仁年产能5000吨。

河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显
示，今年截至5月3日，全省签
约招商农业项目234个，引资额
822.8亿元、完成年度目标的
48.4%，项目建设实际投资
250.9亿元、完成年度目标的
30.6%。其中，签约5亿元以上
项目53个，10亿元以上项目23
个，伊利、大北农、新发地、蒙
牛、同福、首农、新农利合等大
企业纷纷落地新上项目2个以
上；承接京津产业转移项目76
个，签约引资额336.2亿元，占
比达40.9%。

天津加快发展现代都市型农业

河北农业重点项目建设
呈现加快发展态势

北京发布率先基本实现
农业农村现代化行动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