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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本报讯 黄建高 天津
市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指
出，“打造现代都市型农业
升级版。”从市农业农村委
获悉，“十四五”期间，天津
市将坚持走质量兴农、科
技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
农之路，着力提高农业质
量效益和竞争力，构建现
代都市型农业生产体系、
产业体系、经营体系，提升
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
障能力。

“十三五”期间，天津
市农业技术装备和科技创
新能力持续提升，农业科
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8%，农
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
达到90.15%。现代种业创
新发展，培育了水稻、花椰
菜、黄瓜、肉羊等一批优势
品种，认定了24个农作物
种子（苗）生产基地和50个
畜禽水产良种繁育基地。

“十四五”期间，天津
市继续推进优势特色农产
品全产业链建设，做强现
代农业产业体系。围绕产
业优势基础、地域特色，重
点打造小站稻、生鲜蔬菜、
生猪、奶牛、特色水产品五
条全产业链，作为现代农
业产业体系的重要支撑。
以种养核心区为重点，强
化招商引资、联农带农，加
快引进重点项目、培育多
元载体，推进国家级现代
农业产业园、农业现代化
示范区、产业强镇建设，创
建一批国家级农村产业融
合发展示范园，推进农业
关联产业聚集发展、生产
加工流通一体化发展和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打造
结构合理、链条完整的产
业集群，推动优势特色产
业做强做优做大，构建形
成“津牌”农产品全产业链
新格局。

小站稻全产业链建设
以小站稻振兴计划为核
心，着重延伸市场营销和
品牌影响力环节，塑造全
国大米知名品牌，以推广
“企业+基地”“科研+生
产+销售”等产供销一体化
产业链模式为重点，积极
拓展农事活动体验、农耕
文化传承等多种功能，提
升产业融合水平。生鲜蔬
菜全产业链建设以环京蔬
菜产业集群建设为核心，
加大建设净菜加工、冷链

物流体系环节力度，充分
挖掘天津市优势明显、品
牌影响力大的沙窝萝卜、
欢坨西红柿等特色蔬菜产
品，通过品种复壮、加工增
值、品牌塑造、功能拓展等
多种途径，促进全产业链
提档升级。

生猪全产业链建设以
引进、培育大型现代化生
猪养殖龙头企业为重点，
构建集良种繁育、规模养
殖、饲料生产、屠宰加工、
配送销售、冷链物流于一
体的全产业链运营模式。
奶牛全产业链建设以奶牛
产业集群建设为重点，加
快发展科技型、生态型和
休闲观光型牧场，提高养
殖规模和基地综合服务的
质量。

特色水产品全产业链
建设以水产优势特色产业
集群建设为重点，充分发
挥种业优势，建设环渤海
地区优质种源供应基地，
推进建设水产健康养殖发
展区，积极发展稻渔综合
种养和工厂化海珍品养
殖，加快建设天津市海洋
生态科技园，促进水产养
殖业绿色、智能、高值、可
持续发展。

此外，天津市加快发展
城市服务型食品加工业和
冷链物流业，依托自贸试
验区优势和农产品物流中
心区建设基础，发展“绿
色、高档、特色”产地农产
品加工业。以京津冀都市
圈为服务半径，加快发展
主食加工、食品精深加工、
净菜加工等城市服务型食
品加工业。在现有韩家
墅、海吉星、红旗、金钟、金
元宝等农产品仓储物流基
地的基础上，按区域、功能
特点等对农产品批发市场
进行优化组合和提档升
级，构建产销地、集散地相
衔接的农产品批发市场体
系。按照“科学发展、特色
突出”的思路和现代物流
业发展的新要求，改造现
有加工及物流配送综合示
范园，提高信息化水平及
综合服务能力。利用一体
化交通圈的便利条件，加
快时鲜产品物流体系建
设，提升冷链配送能力，促
进中央厨房等加工物流新
业态发展，拉近农产品生
产与城市消费距离。

本报讯 郝东伟 为全省外贸
保稳提质提供有力支撑，日前，
河北省农业农村厅、石家庄海关
联合制订《促进全省农产品出口
十条硬核措施》，推进河北农产
品出口在实现良好开局基础上
再上新台阶。

建立农产品出口企业服务
数据库。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联
合所在地商务、海关等有关部
门，立足本地农业优势产业，
摸清本地农产品出口底数，建
立各地农产品出口企业服务数
据库，做好农产品出口企业服
务工作台账，定期回访农产品
出口企业，及时协调解决企业
反映的合理困难诉求。

召开农产品出口工作调研
座谈会。对农产品出口企业开
展实地调研走访，组织召开农业
外贸保稳提质工作座谈会，对稳
外贸相关文件、RCEP贸易规则
等进行宣讲解读，征求农产品出
口企业有关意见建议。

联合开展系列农产品出口
专项培训。及时了解农产品出
口最新政策，适时举办专题培训
宣讲，努力帮助农产品出口企业
用足用好各项贸易政策。加强
对有关农业贸易政策落地实施
效果跟踪，提出有针对性应对
策略。

对接形成整套农产品出口
促进政策。各级农业农村部门
要主动对接海关等有关单位，结
合本地资源禀赋，积极探索为农
产品出口企业提供贸易促进服
务和政策支持。对接海关高标
准建设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

展基地，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管；对接财税金融保险部门，畅
通政银企对接渠道；对接物流企
业和船运航空公司，降低农产品
出口企业出口成本；对接涉农大
专院校、科研院所指导国贸基地
改良品种，发展适合出口的优质
品种；支持农产品出口企业强化
产品研发和销售模式创新，促进
预制菜等产品出口。

牵头链接一批农产品出口
贸易资源。各级农业农村部门
要加强与外事、贸促、侨联、台办
等部门合作，用足用好各国冀商
协会、河北驻外经贸代表处等机
构资源，帮助农产品出口企业对
接一批农业贸易资源。充分利
用青岛渔博会、东莞食博会、意
大利果蔬展、香港美食展等各种
线上线下国际展会平台，支持鼓
励农产品出口企业去参展、谈客
户、抓订单、拓市场。

创建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
发展基地。围绕精品蔬菜、道
地中药材、沙地梨等15个优势
特色产业集群，以强化基础设
施建设、开展国际认证认可、
积极应用国际标准、提升国际
品牌形象为主要内容，着力打
造一批面向国际市场、对标国
际标准、打造国际品牌、迈向
国际价值链中高端农业国际贸
易高质量发展基地，示范引领
农业贸易转型升级。

加强冀产出口农产品质量
安全监管。按照“一企一策”原
则，切实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管，大力实施农产品全程追溯促
进行动，有针对性地开展ISO、

GMP、HACCP等国际通行体系
认证指导，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对
自有原料基地开展GAP等国际
农产品标准认证，构建绿色、安
全的农产品出口标准体系。

积极拓展冀产农产品出口
销售渠道。引导农产品出口企
业拓展销售渠道，举办冀产农产
品全球分享会等各种活动，支持
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基地
企业报团参展。支持农产品出
口企业开展境外商标注册，推动
中欧地理标志产品走进欧盟，支
持农产品自主品牌开拓国际市
场。引导推动农产品出口企业
在境外重点市场建设公共海外
仓、产品分拨中心，着力扩大冀
产农产品境外辐射带动范围。

提高出口农产品货物通关
效率。加快出口食用农产品生
产企业备案、注册，全面落实
AEO（经认证的经营者）便利措
施，设立进出口鲜活易腐食用农
产品属地查检绿色通道，提供多
种通关模式供农产品出口企业
选择，进一步缩短农产品出口检
测时间，提高农产品查验处置效
率，帮助农产品出口企业积极应
对国外技术壁垒，落实落细
RCEP政策红利。

总结促进农产品出口好经
验好做法。根据本地区位优
势、产业特色、市场规模，针对
目标市场总结提炼农业外贸保
稳提质好经验、好做法，培树一
批农产品出口企业标兵、农业
国际贸易新农人，遴选一批农
产品进出口工作先进典型市县
在全省推广。

十条硬核措施促进河北农产品出口

近年来，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注重特色产业发展，通过项目引导和政策扶持，鼓励农户和涉农企业参与
特色种植和养殖，在河沙镇种植养殖基地开发了杜仲、芦丁鸡等特色产业，改变了以往产业单一状况，让特色
产业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钥匙”。图为杜家寺村农户在翻晾杜仲叶。 李昊 摄

河北邯郸：
特色农业助农增收

天津重点打造
五条全产业链
“津牌”农产品丰富市民餐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