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河北省保定市望都县赵庄镇赵庄
村农民在收获小麦。“三夏”时节，望都县
29.6万亩小麦进入收获期，农机在麦田里
穿梭，一派繁忙景象。据悉，望都县组织小
麦联合收割机、播种机等配套机械12000
多台，在抢收小麦的同时播种秋粮作物，确
保不误农时。 陈卫红 摄

收割播种两不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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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本报讯 潘文静 国家发改委日前同意
在河北高碑店布局建设“特大城市应急物
资中转站”，发挥首衡河北新发地农副产
品物流园中转集散功能，重点保障北京市
场供应。

在国家发改委统一调度下，首衡河北
新发地先行启动了临时中转站，并设置中
转调度专班，与首农集团、北京永辉超市、
物美超市以及其他保供单位紧密合作，参
照相关要求和应急保供经验，共同建立了
“产品需求报备、货源组织调配、防控标准
统一”的应急保供联席机制。北京保供单
位负责统计各区域保供物资的需求信息，

统一报备至中转站进行精准调货、配货，
全面提高疫情应急保供的协同化配送能
力。截至目前，首衡河北新发地临时中转
站中转量已经达到2000吨，有效保障首都
居民果蔬等生活物资需要。

精准化防控。临时中转站在强化信
息化精准识别、示警、调度的基础上，严格
落实各项疫情防控工作，采用以“分区、分
域、分流”为核心的“零接触式”管理措
施。“分区”，即针对供货车辆和配送车辆
进行分区管理，实现长途货运司机和城市
配送司机的“零接触”；“分域”，即针对北
京16个区的配送车辆进行分域管理，实现

不同区域的配送车辆“零接触”；“分流”，
即中转配送车辆、人员与站内其他工作人
员的进出场分流，实现当地人员与外来人
员的“零接触”。此外，在进行“三分”管理
基础上，临时站还强化了站内各个环节、
各个节点的消杀力度，从而最大限度确保
人员、环境和货品的安全。

全品类集货。3月以来，首衡河北新
发地采取多种措施，参照北京市域范围
内农产品日常消费情况，积极组织商户
提高主要产品的供给量和储备量。目
前，园区每日供应量超过3.7万吨，供应
品类超过153种。其中，蔬菜2.5万吨，涉

及品类96种；水果1.2万吨，涉及品类57
种。同时，首衡河北新发地积极组织商
户增加主要产品的应急储备，总应急储
备量从2.9万吨提高至3.5万吨。此外，
为进一步确保后续货源稳定，首衡河北
新发地先后与山东、云南、广西、江西等9
个省份，以及省内承德、张家口、邢台等
20多个产区对接，签订产地订单13.2万
吨，订单涉及西红柿、土豆、黄瓜、萝卜、
洋葱在内的30余个大类。一旦发生重大
疫情风险，能够第一时间将保供产品调
配至中转站进行封闭式配送，有效满足
首都居民的日常生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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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杨子炀 孙玲玲 日前，从天
津农村产权交易所获悉，2021年以来，
天津完成设施农业相关交易241笔，交
易总金额1.77亿元，交易类型包括种
植大棚的出租和拆建、维修、提升改造
等工程。其中流转种植大棚417个，流
转合同总金额8387.93万元；与设施农
业建设相关的招投标项目15个，中标
总金额9269.99万元。另外，还有配套
农业生产订单13笔，交易金额8164.65
万元。

据天津农交所负责人张凯介绍，
该所瞄准“天津市十四五期间新建100
万亩设施农业任务指标”，推动农村集
体资产进场交易“应进必进”，并在国
内率先构建“市—区—镇—村”四级联
动的市场服务体系，实现交易流程标
准化，保障交易公开、公正、公平、规范
地进行。

为更好地对设施农业项目进行推
介，该所利用无人机和物联网设备，对
重点项目的外部环境、内部温度、光
照、土壤ec值等进行拍摄测量，在平台
实现全景VR展示，使投资人足不出户
就可全方位了解项目详细信息。

为解决设施农业项目流转后的产
品销售问题，该所上线农业生产订单
专区，延伸产业服务链条，为订单采购
人和种植方提供信息发布和撮合对接
服务，提前为采购人稳定货源、锁定成
本，为种植方稳定销路、锁定利润。

为解决农村经营主体融资难的问
题，该所建立农村金融专区，推出信用
贷款、收益权质押贷款、履约保证保险
等金融产品，提高经营主体获取贷款
产品信息的效率，解决市场参与主体
的资金需求。

为解决设施农业项目流转后种植
环节的技术问题，天津农交所与农科院
合作，建立了农技专家服务专区，打造
农技专家库，为种植方提供一对一技术
指导，及时解决种植中的技术难题，提
高种植效率，让种植方无种植之忧。

天津设施农业成交
规模达 1.77亿元

首衡河北新发地临时中转站中转量达2000吨

有效保障首都居民果蔬等生活物资需要

本报讯 王永晨 亩产863.76公斤！6
月12日，河北省小麦亩产历史新高在邢
台市南和区阎里村诞生。

当天，河北省农业农村厅邀请农业
农村部专家组专家王法宏、中国科学院
教授张爱民、中国农科院作物所研究员
孙果忠、河北省农科院粮油作物所研究
员李辉等人组成专家测评组，按照农业
农村部高产创建测评标准，对邢台市农
业农村局在阎里村金沙河种植基地建
设的50亩节水、高产小麦“马兰1号”高
产攻关田进行了现场实打实收测产。
专家组随机抽取地块，采用联合收割机
连片收获面积3.165亩，收获籽粒总鲜
重为3100公斤，用谷物水分测量仪测

定籽粒含水量为23.2%，扣除0.1%的杂
质后，按标准含水量13%折算，实际亩
产达863.76公斤，创下全省小麦亩产历
史新高。

“这块高产攻关田能够取得这样的
产量水平，主要得益于‘良种良法相配、
农机农艺融合’。”邢台市农业农村局农
业技术推广站站长李艳介绍，通过选用
具有高产潜力的“马兰1号”，耕、种、收全
程采用大型高端智能农机具，并精准落
实了深翻整地、精细播种、配方施肥、播
后镇压、一喷综防等关键技术措施，把好
播种质量关、冬前壮苗关、春季肥水关、
防灾减灾关，通过优化栽培措施，充分发
挥了品种的高产潜力，从而实现了小麦

亩产的突破。
据了解，“马兰 1号”是由河北大

地种业有限公司、石家庄市农科院和
辛集市马兰农场联合培育的小麦新品
种，主要育种人是石家庄市农科院名
誉院长、“燕赵楷模”荣誉称号获得者
郭进考研究员。该品种近两年来在全
省各地安排的高产攻关田相继创下河
北省小麦亩产新高。邢台市积极试
种、示范和推广“马兰1号”，去年在南
和区、宁晋县、隆尧县和临西县分别建
设了1个规模为50亩的高产攻关示范
方，并在该市各小麦主产区域推广“马
兰1号”小麦品种近3万亩，目前已进
入收获高峰期。

河北小麦亩产创历史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