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北京怀柔桥梓镇前桥
子村农民抓紧晴好天气抢收小
麦，确保颗粒归仓。卜向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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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本报讯 赵红梅 炎炎夏日，
骄阳似火。临近中午，新乐市盛
永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田永
会打开手机上的设施蔬菜精准
信息服务云平台，查看大棚内西
瓜温度。看到温度显示41摄氏
度，他立刻通过远程自动调控系
统，按下按钮，自动放风设施即
刻启动，不一会儿，棚内温度就
达到了适宜作物生长的水平。

“原来放风、浇水施肥都是
靠感觉。如今，棚内的智能控制
设施能准确显示棚内温湿度，土
壤中的含水量等，我们可根据数
据按作物需求精准浇水施肥，节
约成本，提高了产品品质。周围

的一些种植大户明年也准备安
装这个系统。”田永会说。

田永会所说的设施蔬菜精
准信息服务云平台系统，是石家
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和北京农
业信息技术研究中心联合研发
的技术成果。

河北省是蔬菜生产大省，种
植面积与产量均居全国前列，但
统计资料显示，河北省设施蔬菜
总成本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设施
蔬菜生产效益有提升空间。其重
要原因，在于现存农业设施结构
简单，信息化程度不高，缺乏标准
化生产技术指导和全流程、一体
化的设施蔬菜生产智能化管理。

针对上述问题，石家庄市农
林科学研究院和北京农业信息
技术研究中心开展联合攻关，开
展“设施蔬菜生态环境智能调优
控制技术及装备项目”研究，从
感知传输、环境调控、生产决策、
平台服务几个层面进行创新应
用研究——

通过对日光温室进行信息
化改造，实现了温室拉帘、通风、
补光、增温、水肥灌溉等装备的
智能化综合联动时序调控，实现
省工节本，一季蔬菜灌溉用水量
降低28.2%，节约农资14.9%，增
产7.8%，农产品上市时间提前3
至5天。通过监测设施蔬菜病害

发生的环境数据，采集作物病害
潜育期RGB图像和高光谱图像，
实现了设施蔬菜病害环境预警、
病斑图像智能识别和病害诊断早
期智能识别，通过智能协同诊断
模型实现减施农药25.6%以上。

研发成功的水肥一体化施
用系统，实现了设施温室群多蔬
菜品种的智能化、精准化水肥精
准控制和平衡供给，产量提高5%
以上。

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
院长田国英介绍，为加快京冀科
研成果在河北的推广应用，京冀
双方还开发了Web平台系统、手
机APP及微信小程序等多类型

用户终端，满足了农民随时随地
的信息化服务需求。

与此同时，他们还探索把多
维数据资源综合库、蔬菜生产智
能化管控技术模型、农业物联网
智能化综合管控平台与示范基
地生产相结合，精准示范，通过
基地示范和对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科技服务、农民教育培训，进
行以点带面式推广。

目前，“设施蔬菜生态环境
智能调优控制技术及装备项目”
研究成果已在河北省推广应用
40多万亩，新增经济效益4801.52
万元，节约用水 648.62万立方
米，农药节支2094.1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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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王君妍 近日，从天
津海关获悉，该关围绕保畅通、
拓市场、稳主体细化实施30条
工作举措，取得初步成效。5月
当月，天津口岸进出口1840亿
元，同比增长26.6%。其中，出口
1001.8亿元，同比增长49.6%；进
口838.2亿元，同比增长7%。

在保畅通，维护产业链供
应链稳定方面，建立京津冀三
地通关保通保畅机制，实施三
地产业链供应链重点企业名单
互认，实验室检测结果互认、资
源共享，对外公布三地通关保
障联络人名单及咨询电话；实
施“缺芯”车辆到岸后技术整
改、优化进口汽车随车检验单
出证流程等措施，缓解其他口
岸进口汽车物流压力，整改“缺
芯”车辆1391辆，出具随车检
验单2.53万份；2022年5月，天
津口岸进、出口整体通关时间
位居全国海运口岸前列。

统筹海、陆、空、邮多种运
输方式，畅通物流通道，提升集
疏运作业效率。联合天津港集
团、天津滨海国际机场，首次开
展三方合作并建立推进海、空
港双港联动工作机制，发挥天
津海港、空港功能优势，加强海
港空港战略合作建设开展内外
贸货物同船运输业务，让内贸
箱搭外贸船“顺风车”，开展作
业船舶31艘次，3.6万标箱。

同时，支持以上海洋山港
为中转港、与天津港之间的沿
海捎带业务，6月4日完成国内
首票“沿海捎带”业务；对海铁
联运过境货物实施“港场直通”
作业模式，货物自卸船至运达
铁路堆场时间由2至3天最短
压缩至3小时以内；空运物流
方面，通过提升信息申报无纸
化、电子化水平，实施7*24小

时预约通关、“即到即查”、免陪
同查验等通关便利措施，实现
货运航班“零等待”；保障进出
境邮路畅通，推进进口海运邮
件“船边直提”改革，为新增的
河北、甘肃、青海、宁夏4省区
日韩海运进口邮件提供优质通
关服务。

在拓市场，服务外贸高质
量发展方面，帮扶地方特色、优
质食品农产品出口，助力利柏
(天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火麻
蛋白粉首次出口欧盟、“百年老
字号”信远斋公司桂花酸梅汤
首次出口澳大利亚、天津恒品
逸美食品有限公司津产自主品
牌巧克力首次出口美国；助力
优质种牛资源引进，加快进境
动物检疫许可证办理效率，种
牛隔离场使用频率提升50%；
对进口矿产品、原油等实施“先
放后检”665票、1152万吨；对
进口铁矿、棉花等依企业申请
实施品质检验84票、410万吨；
对2.4万辆进口汽车综合运用
“提前申报+附条件提离+预约
上线检测”改革措施，车辆提离
口岸时间压缩至少2天。

引导企业充分利用RCEP
关税减让政策，建立关区享惠
受阻处置机制，签发RCEP原
产地证书数量及货值分别环比
增长33.63%、48.66%；签证机构
数量增长66.7%，便利企业就近
领取RCEP等原产地证书；加
大企业信用培育力度，统筹将
国家和地方产业链供应链龙头
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等纳入信用培育范畴；联合商
务局等多部门开展政策宣讲，
覆盖企业1000余家；利用已搭
建的 226个服务网格，对超
7000家企业持续开展政策宣贯
和指导帮扶。

本报讯 林单丹 日前，天津
市乡村振兴基金正式启动运
营，并与融拓资本等12家投资
机构、优质本土农业企业现场
签约。

奥群牧业的百万只肉羊产
业跨区域发展模式、天祥水产
建设北方特种鱼繁育中心、科
润农业培育新型花椰菜等蔬菜
品种……随着天津农业的发
展，这些本土好项目有着迫切
的资金需求。天津市发挥自身
金融产业优势，引入了强农惠
农的金融活水，天津市乡村振
兴基金应运而生。

“天津市乡村振兴基金重
点支持农业科技创新、前沿科
技应用与产业化提升项目，以
及面向农业、农村、农民的新品
种、新流通、新金融、新科技或
新服务类项目。”天津市农业农
村委党委书记、主任王宝雨介
绍，基金投资方向包括现代种
业、现代农业基础设施和生产
设施、农村电子商务、农产品交
易和仓储物流设施建设、智能
农业发展、一二三产业融合平

台建设、数字乡村、美丽乡村建
设、农文旅融合等。

“公司正在推进百万只肉
羊产业跨区域协同创新发展模
式，实现辐射全国的肉羊育种
产业化推广，争取早日实现上
市的目标。”天津奥群牧业有限
公司与天津市乡村振兴基金完
成意向签约后，负责人邢留军
表示，种业芯片在产业实体中
发挥重要作用，而资金正是企
业发展的重要保障。

像奥群牧业这样的天津特
色农业科技型企业和百万只肉
羊产业跨区域发展模式项目，正
是天津市乡村振兴基金投资领
域的主要主体和方向。小站稻、
花椰菜、黄瓜、肉羊、奶牛等一批
天津优势品种在国内市场居于
领先地位，基金在投资上也倾向
于在现代种业和科技应用上有
先发优势的项目和企业。

王宝雨表示，引领社会资
本为乡村发展提供高质量的金
融服务是基金的首要责任。新
成立的天津市乡村振兴基金是
发挥财政投入引领作用，撬动

金融资本、社会力量参与乡村
振兴建设的重要举措。天津市
乡村振兴基金整体按照“政府
引导、市场运作、专业管理、防
控风险”的原则和“整体设计、
分期募集、政府让利、滚动发
展”的思路来设计。

天津市乡村振兴基金由海
河产业基金管理公司担任基金
管理人。“天津市乡村振兴基金
通过25亿元的政府引导基金，
与金融机构、企业和其他社会
资本合作，共同发起设立若干
支母基金，形成规模不低于50
亿元的乡村振兴母基金群。”海
河基金董事长王锦虹介绍道。
乡村振兴母基金将通过设立子
基金或直投的方式，进一步放
大基金功能，形成规模100亿元
的乡村振兴基金和项目群。他
还表示，在实际投资的出资比
例上，天津市乡村振兴基金出
资比例最高可达50%。乡村振
兴基金的返投比例为2倍，对乡
村振兴领域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的投资项目可制定针对性方案
一事一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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