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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本报讯 芦晓春 严格落实24小时
应急值守和信息报送、第一时间向各区
农业农村部门发布预警提示、分行业制
定应对措施、强化政策农业保险保障、
及时做好灾后恢复生产指导服务，面对
近日雷电风雹天气的再次突袭，北京市
农业农村局打出了一套“组合拳”予以
应对，尽力减少农民群众的损失。

据了解，进入汛期以来，北京市灾
害性气象天气频发。市农业农村局第
一时间向各区农业农村部门发布预警
提示，要求各涉农区密切关注雨情和
风雹灾害，落实落细各项应对措施，提
醒提示到场到户。同时，分行业制定
了种植业、畜牧渔业应对措施提示，通
过“北京美丽乡村”“北京农业”等新媒
体平台发布，指导提示生产主体做好
防范风雹、抢收补种、强化设施排水
以及安全隐患排查等工作。

据初步统计，此次风雹、暴雨天
气，对顺义区、通州区、密云区、昌平
区、怀柔区均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灾
情。截至目前，全市政策性农业保险
种植业报损2.23万亩、果树类报损8.4
万亩、花卉类报损255亩。在京各政策
性农业保险承保公司已迅速启动对灾
情的响应机制，建立24小时值班制度，
按照“快查勘、快定损、快理赔”的要求
开展灾后理赔工作，确保理及时、全
面、到位，帮助受灾农户减少损失。

雨情灾情就是命令。据悉，北京市
农业农村局成立了13个汛期指导组和
种植业、畜牧渔业专家队伍，密切关注
雨情灾情，有突出情况第一时间赶赴现
场提供指导服务。为帮助广大生产者
快速恢复生产、减灾止损，针对风雹、暴
雨后蔬菜、大豆生产，农业生产技术专
家提出了具体的技术指导意见。

北京应对灾害天气
保农业生产安全

本报讯 郝东伟 日前，河北省政府办
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强化奶业振兴支持
政策的通知》，从加快奶牛种业发展、提升
奶源基地建设水平、扩大乳制品加工消
费、强化金融政策支持等四个方面实施15
项奶业扶持政策，加快奶业振兴步伐。

支持基因检测。新增专项资金，对高
产奶牛核心群全基因组检测每头补贴200
元；对A2奶牛筛选测定每头补贴50元。

支持奶牛育种集群创建。新增专项
资金，对获批国家级核心育种场的奶牛场
奖励50万元，对获批省级奶牛原种场的奶
牛场奖励20万元；对建成的良种繁育、胚
胎移植等省级奶牛种业集群，每个补贴
1000万元。

支持种质资源引进。新增专项资金，
对引进世界排名前100的种公牛，每头补贴
10万元。对引进优秀种用胚胎，每枚补贴标
准由定额补贴调整为购置款的50%，每支育
种用冻精补贴金额调整为150元。

支持优质奶牛快速扩繁。开展优质奶
牛胚胎移植项目，移植性控胚胎每枚补贴标
准提高到2500元。奶牛场使用性控冻精扩
繁，每支补贴标准调整为75元，参加奶牛生
产性能测定，每头继续补贴70元。

支持养殖场扩容升级。新增专项资
金，对新建、扩建社会养殖场，每个栏位补
贴1000元；继续支持乳品企业自建牧场，
每个栏位补贴2000元。对存栏300头、
500头及1000头以上的奶牛场购置智慧牧
场建设相关设施设备，分别继续补贴不超
过30万元、50万元和100万元。

支持饲草产业发展。落实国家“粮改
饲”政策，继续对全株玉米、苜蓿等收贮每
吨补贴60元。苜蓿种植在国家每亩补贴
600元基础上，省级继续再补贴400元。

支持种养结合粪污资源化利用。新
增专项资金，对养殖场购置液体粪肥输送
管道、田间液体粪肥贮存罐等设施设备，
按照购置款的30%予以补贴，每场补贴不
超过20万元。

支持机械化养殖水平提升。对进入
国家购置应用补贴目录的奶牛养殖、牧草
种植、收贮及加工等机械，继续给予不超

过购置款30%的农机购置补贴。
支持奶牛养殖场申请权威认证。继

续对首次通过GLOBALGAP认证（全球
良好农业操作认证）的奶牛养殖场，给予3
万元奖励。新增专项资金，对取得国家奶
业科技创新联盟“优质乳工程示范牧场”
认证的，给予1万元奖励。

支持乳品企业扩能和高端新品生
产。对每新增年产万吨婴幼儿乳粉、年产
500吨奶酪或黄油、日产50吨巴氏杀菌乳
产能，省级继续分别补贴4000万元、2000
万元和1000万元，其中奶酪、黄油和巴氏
杀菌乳产能补贴资金不超过总投资额的
30%；对引进年实际投资额10亿元、5亿元
的奶业产业化项目，分别给予1000万元和
500万元奖补。市县继续对每新增日处理
生鲜乳100吨的高温灭菌乳、低温酸奶等
其他乳制品产能补贴1000万元。

支持过剩生鲜乳喷粉。在乳品企业
销售困难、生鲜乳收购相对过剩时，继续
按照收购量的10%，给予每吨800元的喷
粉补贴，其中省级补贴500元、市县补贴
300元。

支持奶业品牌竞争力提升。继续对
首次获得中国质量奖、提名奖、省政府质
量奖的乳品企业，分别给予200万元、100
万元、50万元奖励；对获得全球食品大奖、
世界食品评鉴金奖、全球最佳新品品牌奖
等奖项的乳品企业，给予50万元奖励。对
奶农大会主办方每年补贴20万元。

支持“学生饮用奶计划”实施范围拓
展。按照“政府引导、学生自愿、统一组织、
自费订购”的原则，拓展“学生饮用奶计划”
实施范围，让更多的中小学生喝上优质奶。

支持金融服务模式创新。引导金融
机构拓宽活体奶牛、设施设备等贷款抵
（质）押范围，开发青贮贷、牧场奶牛贷等
金融产品，扩大“裕农通”平台覆盖面和融
资功能。

支持新型保险产品开发。继续推行
政策性奶牛保险，鼓励保险机构开发牧场
保、青贮保及生鲜乳目标价格保险等其他
险种，稳定养殖收益预期，提升产业风险
保障和增信能力。

本报讯 张驰 范瑞恒 日前，从天
津海关获悉，今年以来，天津海关共
监管输往香港地区农食产品31.05万
吨、货值58亿元人民币，分别同比增
长60.97%、33.66%。

据了解，天津港是华北、东北等
地区输港物资通关的便捷通道之一，
许多农食产品都会选择在天津口岸
通过海运运往香港。

天津海关在严把安全关的同时，
全力支持输港物资通关。针对乳制品
和肉类等农食产品出口时效性强的特
点，天津海关通过设立供港物资出口

绿色通道和鲜活易腐农食产品绿色查
检通道，建立应急联络机制，专人对接
供港企业，及时协调解决帮企业通关
遇到的问题和困难。通过引导企业
“提前申报”、实施出口货物“抵港直
装”、开展“码头查验”等便利化通关措
施，持续压缩出口通关时长。

而针对生产型企业输港农食产
品的出口需求，天津海关通过海关网
格员“一对一”帮助企业了解通关政
策，指导企业加强原料验收、提高品
质管理、优化企业自检自控，帮助企
业完善食品安全卫生控制体系。

天津海关保障输港
农食产品“物畅其流”

本报讯白明山“每亩补贴200元，
一季双收，值得种！”这些天，毛强胜正
忙着夏播。与以往不同的是，毛强胜
这次尝试“新种法”——玉米大豆带状
复合种植。

51岁的毛强胜是河北省邢台市
任泽区一家合作社的负责人。今年
年初，任泽区计划建设9000亩玉米大
豆复合种植示范区。“稳粮扩豆是国
家粮食产能提升工程，作为一名种粮
大户，必须支持。”毛强胜说，听到这
个消息后，他立即联系当地农业部门
报名种植600亩。

新种植模式离不开新技术。今
年2月份以来，任泽区通过线上农技
培训、线下实地观摩的形式，从选配
品种、扩间增光、缩株保密、科学施
肥、农机配套等关键环节对种植户进
行详细讲解。任泽区还成立了一村
一员的“粮食生产科技服务团”，从耕
种管收等环节提供全程跟踪指导，给
农户吃下“定心丸”。

毛强胜介绍，今年合作社又添了

一台“新家当”——玉米大豆带状复合
播种机。“良机配良田，这台播种机搭
载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沿着设定路
线行驶，可保证行距、株距精确科学。”

为了消除农户的后顾之忧，任泽
区农业部门积极与大豆收购企业和
经营主体沟通，落实订单生产。目
前，该区已与当地一家食品企业达成
协议，大豆“未产先销”。

在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河沙镇
李庄村，杨志强的110亩玉米全部出
苗，大豆也陆续出苗。杨志强是当地
的种粮大户，在经过玉米大豆带状复
合种植技术的多轮培训后，他在邯山
区农技专员的指导下，购置了粮豆兼
作播种机，由区农业农村局统一提供
优种，开展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

河北省农业农村厅提出，今年，
河北将依托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
种植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重点在玉
米主产区推广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
植模式，实现玉米大豆协同高产，助
力粮油生产提质增效。

河北稳粮扩豆助力
粮油生产提质增效

特色种植
富农家

近日，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西八里镇
农民在收获芹菜。近年来，河北省张家口市
怀来县西八里镇立足资源优势，瞄准市场需
求，以“一村一品”种植模式调整农业产业结
构，培育农业特色主导产业，为农民拓宽增
收渠道。 孙慧军 摄

河北15项扶持政策
加快奶业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