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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本报讯 岳珊 在天津市滨
海新区沿海地区，生活着一代
又一代以打鱼为生的渔民。“我
叫刘翠波，今年五十多。船在
鲤鱼门，是个打鱼哥。”如今，在
抖音平台上小有名气的“网红”
刘翠波回忆起自己多年来的经
历，感慨万千。

刘翠波是滨海新区寨上街
蔡家堡土生土长的渔民，十岁
开始就跟着哥哥们出海，二十
多岁时拥有了自己的机械木
船，当上了船长。有了比父辈
们的风帆船更智能的机械木
船，鱼群的点位可以追踪，一天
就能赚几百元钱。但由于过度
捕捞，收获越来越少。

2011年，随着附近滨海新
区中心渔港的建设，刘翠波所
在的蔡家堡和周边几个渔村进
行整体拆迁。过去靠传统捕捞
的日子行不通了，这令他萌生
了新想法。他将游船装饰一
新，“出海一日游”项目办得有
声有色。

每逢“五一”假期前后，许
多游客提前预约前来乘船出

海，赏海景、品海鲜，感受渔民
生活和传统渔家文化。海风习
习，渔民们在海上做展示性捕
捞，游客们用手机记录下这美
好的时光。唱唱渔家号子，说
说渔家谚语，刘翠波有意识地
传播着特色渔家民俗文化。在
船上又吃又玩，在海上转了三
四个小时，游人们才尽兴而归。

为更好地带动渔业旅游，
他紧跟潮流利用抖音平台直播
出海游的过程、渔家菜的做
法。自从成了小有名气的“网
红”，不少游客开始在网上找他
预约下单体验出海游。刘翠波
感叹，随着生态环境逐渐改善，
这几年生意变得越来越好。

前不久，由滨海新区图书
馆主办、滨海新区刘翠波文化
工作室承办的新时代文明实践
活动——“喜迎二十大”渔家非
遗文化展在滨海新区图书馆
（汉沽馆区）开展。作为滨海渔
家非遗文化传承人，展览中刘
翠波选用了自己拍摄的60余
张图片。渔家谚语、渔家号子、
美食、传统技艺等滨海渔家非

遗文化，国家级非遗项目“汉沽
飞镲”、天津市非遗项目“汉沽
八大馇”以及滨海新区首批非
遗项目汉沽抢网高跷等在展览
中一一呈现。从这场接地气的
展览中，滨海新区的变迁跃然
纸上。

滨海新区因海而精彩，积
淀出厚重的盐渔文化。多年
来，新区深挖资源禀赋，大力开
发海洋经济，全力打造亲海旅
游。随着新区旅游业逐渐升
温，“渔业休闲游”这张新区特
色旅游的新名片愈发亮眼。近
年来，天津休闲渔业快速发展，
已成为产业融合发展和绿色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对促进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带动农渔
民就业增收发挥了重要作用。

日前，《天津市渔业发展
“十四五”规划》发布，为天津渔
业发展更是指明了道路。像刘
翠波一样靠海吃海的渔民从传
统“捕鱼达人”变身为多重技能
的“致富能手”，好日子更有奔
头，这里有他们的新事业和幸
福生活。 本报讯近日，河北省农业农

村厅印发《河北省高端乳品产业
集群2022年推进方案》。方案明
确，2022年全省奶牛存栏确保
145万头，生鲜乳产量实现540万
吨，打造16个现代奶业示范园区
和4个高端乳制品，进一步优化
乳品结构，提升高端乳品生产能
力和市场占有率。

根据方案，河北省将重点
实施六大工程，推进高端乳品
产业集群建设。

牧草发展工程。紧紧围绕
奶业振兴和高端乳品产业集群
建设，充分发挥国家“粮改饲”、
高产优势苜蓿示范建设项目资
金引导作用，全省计划发展青
贮玉米、苜蓿、燕麦等优质饲草
作物320万亩以上。继续优化
苜蓿产业布局和产品结构，以
冀中南及黑龙港流域为重点，
扩大苜蓿种植面积，加快苜蓿
保留种植面积的扩增和质量提
升，力争2022年全省新增苜蓿
种植面积5万亩，粗饲料本地化
率达70%以上。

奶牛种业工程。以鹿泉、
行唐、威县3个奶牛种业园区为
中心，打通种群建设、育种创新
到产业化应用全产业链，打造
世界一流的奶业产业集群。充
分利用河北省荷斯坦奶牛种质
创新联盟，组建核心群，开展奶
牛全基因组检测，指导国家级
奶牛核心场开展生产性能测定
和后备种公牛培育。

牧场建设工程。重点新
建、扩建乳企和社会资本投资
的规模奶牛养殖场。社会牧场

新建、扩建115家，新增栏位8
万个。建设38个智能奶牛场，
继续推进智能牧场建设，支持
养殖场配备智能化设施设备。

乳制品加工能力提升工
程。鼓励乳企新建扩建生产线，
提高乳制品加工能力，全省计划
新建乳制品加工项目7个。

高端乳品研发工程和优
质乳工程。以满足消费者需
求为导向，持续不断进行产品
品类细分、产品升级。支持乳
品加工企业婴幼儿配方乳粉、
A2乳粉、功能性乳制品、奶酪
黄油乳清粉等高端精品研发，
对接高端市场，培育区域知名
品牌，提高乳业生产效益和竞
争力。鼓励骨干龙头企业兼
并重组、新建、扩建，扩大巴氏
乳等优势产品生产能力，建成
覆盖全省不同区域的巴氏乳
生产企业。

特色园区创建工程。石
家庄市鹿泉区重点打造新品
研发、良种繁育和幼畜动物配
方奶粉为内容的创新园区。
威县重点打造农牧循环、产业
配套、奶业小镇为内容的融合
园区。君凯牧业公司在饲养
后备奶牛的基础上，发展奶公
犊育肥，延长产业链条，建成
集饲草种植、奶牛养殖、乳品
加工、旅游观光、物流配送
“五位一体”的全国知名乳业
小镇。君乐宝在张家口坝上
草原（包括察北管理区）自
建38万亩专属牧草基地，完
善经营模式，提高专业化系统
化水平。 （河北新闻网）

河北六大工程推进
高端乳品产业集群建设

本报讯 郝东伟 河北省农
业农村厅日前印发《河北省油
料产业集群 2022年推进方
案》。方案提出，今年花生播种
面积恢复到2020年水平，重点
发展高油酸花生，规模种植面
积由80万亩发展到95万亩；大
豆种植面积恢复性增长，大豆
种植面积将达到 135万亩以
上，增长35万亩，其中“双高”
大豆面积由70万亩发展到80
万亩，品种优质化率明显提升。

根据方案，河北省将推进
六方面重点工作，全面提升油
料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
化、精品化水平。

积极培育筛选优质新品
种。以省农科院和河北农大、
邯郸市农科院等高油酸花生育
种优势单位为依托，充分发挥
技术优势，在现有高油酸花生
品种基础上，积极探索培育筛
选高产高油酸花生新品种。在
立足品质优势基础上争取产量
优势，推进新品种审定和示范
推广，发展建立5个繁种基地。

开展农机农艺全程生产
环节融合。引导全省高油酸
花生生产实现机械化、精准

化、智能化。市县示范区引进
现代化先进机械，针对耕、种、
管、收及脱壳、分选、产后处理
等环节实现精准作业。对接
大豆机械研究成果，重点改进
推广免耕播种机械，集成机械
免耕播种技术，研究机械收获
农机农艺配套，推广机械化适
时收获技术。

开展规模化、标准化生产
示范。重点打造迁安、滦州、遵
化、昌黎、涞水、新乐、巨鹿、枣
强、大名、故城等10个以上高
油酸花生“三品一标”基地，辐
射发展高油酸花生栽培核心
区。建立石家庄市藁城、正定、
无极和沧州河间等“双高”（高
蛋白、高油）优质大豆“三品一
标”基地，辐射周边大豆种植
区，实现单一品种规模化、标准
化生产。充分利用种植业“三
品一标”基地建设契机，鼓励支
持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龙
头企业为农户提供代耕代种、
统防统治、代收代销等农业生
产托管服务。

加强油料生产基础设施建
设。积极争取高标准农田建设
项目向高油酸花生、“双高”大

豆规模化生产示范区倾斜，完
善配套田间井、渠、路、林、电等
基本建设，打造旱涝保收的高
标准农田，增强抗灾能力。

提升深加工与副产品利用
水平。充分发挥高油酸花生具
有较长保质期和很好保健功效
的特性，开发花生糖、花生酱、
花生肽等产品。引导种植基地
与养殖场等企业结合，开展花
生秧、花生壳饲料化、肥料化、
基料化开发利用，促进农牧结
合、种养循环。突出发展大豆
食品加工，促进油脂加工转型
升级，拓展精制油专用粕（饼）
市场，吸引调味品、保健品、大
豆蛋白等产能逐步向河北省转
移。

增强特色油料品牌影响
力。在花生主产区，以专业合
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为重点，
对接北京大国食安、邢台宴友、
滦州天申、邯郸名福等油脂、食
品加工企业和合作社，通过改
进加工工艺，培创“冀产牌”花
生加工品牌。在大豆主销区大
力宣传推介河北“双高”大豆、
无腥大豆等消费者喜爱的品
种。

今年河北省大豆种植
面积将达135万亩以上

天津休闲渔业快速发展
带动农渔民就业增收

近日，在河北省石家庄新乐市东名村，新乐市新农红薯种植
专业合作社的农民在拔红薯秧。初夏时节，当地农民抢抓时机开
展各种农事物活动，田间地头一派农忙景象。 贾敏杰 摄

初夏时节农事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