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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的就是这块麦地。当
时麦子正在进行‘一喷三防’工作，防治蚜虫、喷
淋。”杨振刚回忆，那时的田间管理还耗时耗力，
现在无人机植保合作社的农机手，用手机遥控
飞机，1小时能完成200亩小麦植保。

目前，天津活跃着近200家农机专业合作
社。机械化播种、田间管理和收割，已成为天津
市农业生产的主要方式。多年来，天津重点引
进、示范、推广高效植保、秸秆综合利用等绿色、
高效机械化新技术，为现代农业快速发展提供技
术支撑，全市农机装备总量保持在33.58万台，农
机总动力达到372.48万千瓦。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到海南国家南繁基
地考察，曾关切地询问天津小站稻的情况。随
后，天津市出台《天津小站稻产业振兴规划
（2018—2022年）》。

2021年9月，农业农村部全国农业生产“三
品一标”提升行动现场会在天津召开，目前，天
津市已制定了天津小站稻品种、基质育秧技术、
稻栽培技术、“收获、烘干、储藏、加工”技术、精
白米、食味品质评价6项标准，用高于国标的地
方标准展现出天津市不断提升小站稻生产中的
科技实力。

“今年‘三夏’生产中，天津实现178万亩小
麦机收、小麦秸秆综合利用及玉米机播3个
100％。”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副主任王志林表示，
在机械化生产推动下，天津粮食年产量自2016
年突破200万吨后，连年创新高，目前产量达到
249.9万吨，综合自给率达到了65.4％。

现在，天津在水稻育种和栽培方面处于全
国先进水平，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作出“天津
贡献”。

“再过1个月村里的‘巨玫瑰’就都能上市
了。”这两年，杨振刚跟着村里的集体经济合作
社种起葡萄来。

葡萄产业是天津食品集团对口帮扶丁家蟠
村时，特意帮他们量身定制的特色都市农业产
业。没有种植经验，天津农科院果蔬研究所的
专家主动上门来跟农户“交朋友”。“村民代表、
党员代表出去走访销路，老班子成员带头先种，
现在一亩葡萄产值在1.5万元左右。”

都市农业的发展也给丁家蟠村吸引、留下
了更多创业新农人。“水土好、政策好、乡亲们更
好。”多年来，天津通过实施设施农业提升、标准
化设施改造、建设放心菜基地以及开展蔬菜集

约化育苗等一系列惠农政策，蔬菜产业规模化、
信息化、设施化、标准化水平不断提升，已建成
设施农业面积39.53万亩。

天津“一环两翼三区”的都市设施农业产业
发展新格局初步形成，天津的蔬菜、肉类、禽蛋、
牛奶等“菜篮子”自给率在北方大城市中始终保
持前列。

同时天津立足都市农业定位，大力实施品
牌强农战略，都市农业品牌体系初步形成。目
前已累计认定了187个“津农精品”农业品牌，
其中小站稻、沙窝萝卜、茶淀玫瑰香葡萄、宝坻
黄板泥鳅4个区域公用品牌闻名遐迩，已入选
中国农业品牌目录。

设施农业提升现代化新高度

多年来，天津不断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
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农民生活质量和水平显
著提高。丁家蟠村由需要帮扶的“困难村”
蜕变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以小麦、玉
米种植加工为代表的一二融合产业和以葡
萄种植为代表的都市型农业成了村里的支
柱产业。

丁家蟠村“两委”按照“党支部＋合作社＋
农户”的模式成立了“金河滩”果蔬种植专业合
作社，建成了香味葡萄种植示范推广基地。村
民吴利军果断包下了葡萄棚，还通过新媒体直
播带货交到了天南海北的朋友。

为吸引更多城里客人，丁家蟠村的麦田也
试种了富硒黑小麦。村“两委”借助天津食品集
团结对帮扶，建起了石磨面粉厂，延伸粮食产业
链。合作社里主播每天上午10点准时直播，日
销量近200袋。

丁家蟠村党总支书记张鸿勋和班子成员还
计划为村民建起文化礼堂和满足乡村养老的幸
福大院。“我们要真正建设成为一个生态文明的
村庄，让村民世代热爱在这耕耘，让京津冀的城
里人也爱上这里。”

近年来，天津加快产业融合都市农旅发展，
蓟州区穿芳峪镇英歌寨村等4个村分别荣获全
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天津本地休闲农业从业人
员接近30万人，年均接待游客数量1861万人
次，综合收入61.8亿元。全市打造了蓟州、宝坻
2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区，培育了26个中国美
丽休闲乡村、4处中国美丽田园。

“春赏花”“夏纳凉”“秋采摘”“冬拾趣”天津
农旅“四季分明”，重点发展“山水田园型、民宿
体验型、康养度假型、都市科普型、渔乐休闲型、
民俗节庆型”等休闲旅游类型，不断丰富农旅品
牌内涵、提升品牌价值。 （金慧英 林单丹）

产业融合让都市农旅齐头并进

本报讯 陈元秋 耿建扩 近日，
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获悉，京津冀
三地联合建立企业“白名单”制
度。该制度可以根据疫情防控、复
工复产等工作实际，适时分批次动
态调整，推动三地重点企业和重点
工程项目的异地配套企业互认、互
通、互供、互保，优先保障“白名单”
企业复工复产、物流运输等事项，
确保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经济
社会稳定运行。

目前，河北省共有763家农业
企业纳入京津“白名单”，其中纳入
北京市的458家，纳入天津市的
305家。按产品类别划分，纳入京
津“白名单”最多的为果蔬产品企
业和畜肉及副产品企业。

纳入京津“白名单”企业可享
受七项优惠政策。一是服务保障
企业复工达产。根据疫情变化情
况和实际需要，充分保障纳入“白
名单”的重点企业和重点工程项目
在异地配套企业复工达产。

二是提高企业应对疫情能
力。面对突发疫情，以保障区域产
业链供应链“不断链”为目标，指导
“白名单”企业制定闭环管理生产
措施，以最小生产单元、最小人员
编组分区分隔、错时错班优化生产
流程，最大程度降低防疫成本。保
障重大项目上游原材料及时生产
供应，确保施工进度不延后，质量
不打折。

三是保障“白名单”企业车辆
通行。京津冀三地优先为保障“白
名单”企业办理通行证。及时将持
有有效状态通行证的货车司乘人
员信息作为“白名单”推送至三地
公安部门，保障通行便利。

四是畅通生产生活物资运输
通道。严格落实货车司机“即釆即
走即追”管理模式，保障高速公路
服务区核酸检测点运营。建立实
施穿行中高风险区域所在城市货
运车辆人员“白名单”制度，按照审
核报送流程及时取消符合条件要
求的司乘人员通信行程卡中的星
号，避免司乘人员面临隔离风险。

五是推动跨区域信息共享。
将京津冀三地通行证核发信息同
步至交通运输部互联网道路运输
便民政务服务系统，实现“白名
单”企业、车辆和司乘人员可联网
查询。

六是实施防疫管控举措相互
通报制度。及时通报首都疫情防
控联防联控政策措施，三地一旦出
现本土疫情，在制定重大管控、复
工复产和省际交通管制等对周边
地区有影响的临时性工作举措时，
加强沟通衔接，公布实施前相互进
行通报，三地防疫管控举措统筹考
虑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物流保
通保畅和企业复工复产需求，避免
简单“一刀切”和“层层加码”。

七是健全各领域常态化对接
协调机制。健全完善常态化沟通
协调机制和急难问题“一事一议”
工作机制，及时协调解决“白名单”
企业反映的复工复产、物流运输等
诉求。

京津冀联合建立
企业“白名单”制度

2013年5月1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天津考察，第一站就
来到了武清区南蔡
村镇丁家蟠村的小
麦田。“要加强农技
服务，搞好田间管
理，努力争取夏粮丰
收……”习近平总书
记的殷殷嘱托还在耳
畔回响，这字字情怀
也一直激荡在村民的
心间。

现在，人们在丁
家蟠村 500亩麦田
前看到的景象更美
了。如今人们眼前
已是宽敞平坦的公
路、近处200多亩葡
萄联排温室和远处
日产2000公斤的现
代化面粉加工厂，这
里已成为很多村镇
学习现代化农业必
到的“打卡”点位。

党的十八大以
来，天津市加快发展
现代都市型农业，粮
食种植面积已稳定
在542.8万亩以上，
粮食自给率提升到
36％，特别是口粮自
给率提高到65％。

天津在打造“吨
粮田”功能区的同
时，推进蔬菜、生猪
等7个现代农业产业
技术体系建设，天津
三农人用实际行动
实现了习近平总书
记当年“加快发展现
代都市型农业”的殷
殷嘱托。

现代农业担起粮食安全责任

天津打造都市农业新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