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杨子炀 从天津市农交所获悉，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
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举措。截至2022年
5月下旬，经天津农交所平台公开招标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约
130笔，中标总金额5.27亿元。

据了解，2022年上半年以来，天津市宁河区就有5处共计约
3.3万亩高标准农田项目的测绘、勘察、设计和建设工程在天津
农村产权交易所顺利完成招标，天津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天津农
村产权交易所官网同步发布中标公告。宁河区开工的高标准农
田，招标主体不仅包括镇政府，家庭农场和专业合作社也成为项
目招标的“主力”。其中，位于宁河区苗庄镇的常兴家庭农场预
计建设高标准农田9325亩，位于东棘坨镇的久兴家庭农场预计
建设高标准农田3400亩，同位于东棘坨镇的农鑫达农机技术服
务专业合作社预计建设高标准农田4770亩，潘庄镇政府和桥北
街道办分别招标建设高标准农田14000亩和1760亩，累计建设
总面积约3.3万亩。

截至2022年5月下旬，常兴家庭农场、久兴家庭农场、农鑫
达专业合作社和潘庄镇政府已完成高标准农田的测绘、勘察、设
计等服务的招标工作；桥北街道已完成农田建设招标；共涉及招
标项目9项，累计公告预算549.86万元，通过天津农村产权交易
所面向全社会公开招标，实际中标金额累计500.90万元，节约资
金48.96万元，资金节约率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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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陈忠权 按照天津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天津市种
植业“十四五”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编制完成，日前已印
发各涉农区和相关单位。《规划》提出，围绕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实
现产业兴旺的总体要求，天津市坚持适水种植、量水生产原则，全
力抓好粮食生产、果蔬生产，更好地满足市民“米袋子”“菜篮子”
需求，到2025年，天津市种植业总产值将达到230亿元。

种植业生产中，确保粮食生产安全至关重要。《规划》提出，天
津市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550万亩，确保口粮安全。小麦种植面积
稳定在170万亩。积极推进强筋小麦发展，适度扩种高端小麦品
种。将蓟州区、宝坻区、武清区和静海区打造成为国家级小麦生产
重点区。玉米种植面积稳定在270万亩。在宁河区、静海区、津南
区、武清区、东丽区、滨海新区，种植高粱、谷子等其他谷物和杂豆、
薯类等。大豆种植面积扩大到10万亩。

小站稻是天津的一张闪亮的名片，天津市加大力度重塑小站
稻产业辉煌。《规划》特别强调，“十四五”期间，小站稻种植面积力争
保持在100万亩。加强优质小站稻种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育
（繁）种能力。推广基质育秧、统防统治、侧深施肥等集约化、规模化
绿色技术的应用，提高小站稻绿色种植技术覆盖率。开展稻麦轮
作示范推广，实现“一地双收”“亩产吨粮”效果。推动国家小站稻栽
培标准化核心区建设。开发小站稻特色文化，加快构建现代都市
型农业新模式。将小站稻发展与绿色生态屏障区生态建设和景观
建设相结合，打造万亩小站稻湿地。发展稻渔立体综合种养，实现
“一水双收”。谋划和创建小站稻产业集群，推动小站稻全产业链发
展。聚焦小站稻产业链生态圈建设，搭建从育种到消费全环节的
服务平台。

《规划》提出，天津市对蔬菜生产布局进行优化，确保菜田面
积稳定在50万亩。重点发展设施农业，加大不耐贮运的叶类蔬菜
和地方特色蔬菜种植，提升应急供应能力，力争蔬菜综合自给率
达到100%。果园面积稳定在30万亩。稳定梨、桃、苹果等传统水
果种植面积，提升茶淀玫瑰香葡萄、大港冬枣、静海金丝小枣、盘
山柿子等地理标志水果生产能力，促进香酥梨、黄油蟠桃、设施蓝
莓和设施草莓等特色水果发展。

搞好农业科技推广，发展低碳农业。《规划》提出，推动物联
网、大数据、区块链等信息技术与种植业深度融合。推广施用缓
释肥、节水灌溉等技术模式，鼓励使用低排放农机具，减少碳排
放。推动秸秆还田、有机肥施用等措施，提升固碳效果。挖掘农
作物生产过程减碳潜力，推进种植业落实“双碳”战略要求。鼓励
引导拓展“双碳”新业态，挖掘并合理测算农作物种植生态价值。

“十四五”期间粮食播种面积
稳定在550万亩

本报讯 马朝丽 从河北省财政厅获悉，为保
护农民种粮积极性，按照国务院决策部署，中央财
政日前下达河北省第二批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
贴4.98亿元。6月10日前，各县（市、区）将通过
“一卡（折）通”方式，将一次性补贴发放到实际种
粮农民手中。

此次一次性补贴发放对象仍为实际承担农
资价格上涨成本的实际种粮者，具体包括利用自
有承包地种粮的农民，流转土地种粮的大户、家
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民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以及开展粮食耕种收全程社会化服务的个
人和组织。国有农场、中国融通资产管理集团有
限公司等省内各农场比照所在地农户享受一次
性补贴政策。

对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事关我省农民
群众切身利益和国家粮食安全大局。省财政厅
要求，各级政府及财政、农业部门要高度重视，加
强组织领导，制定实施方案，做好补贴发放各项
工作。要规范发放流程，通过事前现场抽查审
核、事中随机抽查、事后专项核查、大数据辅助核
对等，强化补贴资金的审核和监管，及时发现并
纠正补贴发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于骗取、套
取、挤占、挪用或违规发放等行为，要依法依规严
肃处理。

本报讯 郝东伟 日前，河北省农业农村厅制定
《2022年河北省科技助力“三夏”生产服务方案》，充
分发挥科技支撑作用，进一步提高“三夏”技术服务
水平，助力粮食丰产丰收。

确保抢抓农时科技服务到位。积极组织农
技推广机构、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专家、粮食
生产科技专员密切跟踪冬小麦灌浆及成熟情况，
随时关注病虫害和高温天气等因素，围绕稳粒
数、防病虫、增粒重开展线上线下技术指导培训，
做好“龙口夺粮”“虫口夺粮”各项技术措施，守好
来之不易的科技壮苗成果。

确保机收减损技术指导到位。各市县农业科
教部门与农机部门密切配合，以基层农技推广补
助和高素质农民培育两个项目为抓手，组织实践
经验丰富的农技专家，采取线上线下结合，对夏粮
机收减损农机手进行专题培训，手把手指导农机
手正确调整机具，合理调配机收速度、收割宽度、
转弯半径等，确保各项减损措施落实到位，最大限
度降低机收损失。

确保秸秆综合利用讲解到位。积极组织专家
和农业科技人员，主动深入生产一线，指导农户做
好秸秆粉碎标准化整地作业，加快秸秆还田离田，
确保秸秆残余物清理作业进度，确保秸秆综合利
用，为夏种生产创造条件。

确保培训指导到位。紧紧围绕国家和省大豆科
技自强行动方案要求，加大对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
植相关技术的培训，指导种植主体遴选适合河北省
耐荫、抗倒、宜机化大豆品种和抗倒、耐密、宜机化紧
凑型玉米品种，帮助种植户切实掌握技术要领。

确保主导品种、主推技术遴选推介到位。紧
紧围绕本地产业发展实际，及时遴选发布主导品
种主推技术，组建专家指导团队，制定推介方案，
建立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多方式、多渠道进行
技术示范推广和培训，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步伐。

科技助力“三夏”生产
确保粮食丰产丰收

高标准农田建设
项目中标5.27亿元

下达第二批中央财政实
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