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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本报讯 曹晶瑞 北京市平谷区西营村里
500亩地大桃已全部实现有机种植，年产量约
300万斤。作为平谷第一家大桃种植的标准示
范基地，当前已有28种科技手段应用在有机大
桃种植基地里。

近日，平谷区峪口镇西营村500亩有机大
桃种植基地里，桃农正在将刚下树的新品种大
桃装车、送往市场。一个月前，北京首家农副产
品“盒马村”落地峪口镇西营村，让西营村的有
机大桃走进盒马门店，走进更多人的视野。村
里500亩地大桃已全部实现有机种植，年产量
约300万斤。作为平谷第一家大桃种植的标准
示范基地，当前已有28种科技手段应用在有机
大桃种植基地里。明年5月，村里的新品种有
机大桃将上市，率先抢占平谷早桃市场。

西营村共有桃园1500余亩，其中，种植有机
桃500亩，成熟期覆盖6月至11月，年产量约300
万斤。据平谷区峪口镇西营村党支部书记、村主
任王忠介绍，近年来，西营村“两委”班子按照“党
支部+专业合作社+农户”三位一体经营机制，重
点打造果业种植产业示范园，盘活农田资源，加
速推进产业发展，助力村集体增收。

“2009年开始，为了涵养土壤，西营村采用
林下油菜花、大豆等豆科作物轮作，碾碎后直
接填埋，来提高有机质含量，种植的大桃，个头
儿不一定是最大的，但桃味儿、甜度和口感一
定是数一数二的。其间，还会休耕一年，只做
培育土地和更新品种。”据西营村北京金果丰
果品产销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海合介绍，北京
多数桃园土壤有机质含量平均在1.5%左右，但
西营村有机大桃种植基地经过多年土壤改良，
有机质含量达到了3.3%。“目前，整个平谷的有
机桃产量只占千分之四，随着市民对有机产品
需求增多，未来基地将大力发展有机桃。”

今年6月平谷遭受冰雹，正值上市关键时
期的平谷大桃出现减产，高质量鲜桃数量减
少，整体价格相较往年偏高，这也让销售难度
加大。7月初，北京首家农副产品“盒马村”落
地峪口镇西营村。西营村作为北京盒马优质
供应基地，盒马还专门推出“雹伤桃”优惠出售
挽回果农的部分损失。在果农们看来，通过订
单农业，根据产销实情，最大程度保障桃子销
路稳定。“比原来扩大了销路，我们不用等桃子
熟了再去卖。现在订单农业，线上下单，我们
在线接单，分类打包后就派送。比之前自己销
售省心更省力，赚的还多了。”一位果农称。

桃树行间距4米、株间距1.5米，各种新型农
机可以在桃树间自由穿梭作业，在平谷区西营村
500亩有机大桃种植基地里，有60亩地的“未来果
园”。“果园的桃树已全部实现机械化管理，平时管
理只需要几个桃农。”西营村支委、北京凤凰山益
农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有关负责人周春英介绍，
近几年，西营村的新品种有机大桃不断推陈出新，
预计明年，市民将在5月份就能吃到新鲜的平谷
有机大桃，相比以往的早桃提前一个月上市。

西营村是平谷第一家大桃种植的标准示
范基地。王忠介绍，按照大数据传出的标准，
管理人员就可以定时施肥、浇水、喷洒叶面
肥。目前，共有28种科技手段应用在峪口镇
西营村的有机大桃种植基地里，解决了以往在
桃树种植过程中存在的大量问题。“科技创新
技术，让果园更加通风透光，机械化管理实现
果树种植按照标准化、精细化管理，增加了果
品安全性，提升平谷大桃的质量和产量。借助
科技的能力系统化推动乡村数字化，最终实现
区域性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的成长和持续发力。”
新京报记者了解到，西营村所在的峪口镇近年
来也在发展“互联网＋大桃”，以网络直播带货
等形式，扩大平谷大桃在互联网上的影响力。

平谷西营村28种
科技手段种出有机大桃

本报讯 郝东伟 日前，河北省农
业农村厅印发《河北省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提升行动实施方案》，力争到“十
四五”末，县级以上农民合作社示范
社和示范家庭农场均达到12000家以
上，其中省级示范社和示范家庭农场
均达到2000家以上，适应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发展需求的县乡基层指导服
务体系基本建立，全省基层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辅导员达到3000名，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服务中心实现涉农县
（市）全覆盖。

方案提出，河北将实施三项重点
任务，加快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高
质量发展。

完善四项管理制度，提升规范运
营水平。建立农民合作社规范管理
长效机制，完善章程制度，健全组织
机构，规范利益分配，推动在具备条
件的农民合作社中建立党组织。健
全农民合作社财务管理制度，指导农
民合作社执行财务制度和会计制度，
按照规定委托代理记账。推行家庭
农场“一码通”管理服务机制，实现家

庭农场管理服务数字化。规范家庭
农场运营制度，在全省家庭农场推广
使用家庭农场“随手记”记账软件，实
现家庭农场生产经营数字化、财务收
支规范化、销量库存即时化。

加强五个能力建设，增强支撑产
业功能。培养新型经营主体带头人，
面向家庭农场主、农民合作社带头人
开展全产业链培训，每年培育3000名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带动产业
发展。促进主体融合发展，积极培育
有长期稳定务农意愿的农户适度扩大
经营规模，发展壮大为家庭农场，引导
以家庭农场为主要成员联合组建农民
合作社，开展统一生产经营服务。推
动农民合作社办公司，以所办公司为
平台整合资源要素、延长产业链条、提
升经营效益。开展稳粮扩油专项工
作，支持种植类主体积极承担大豆油
料扩种任务，开展大豆玉米带状复合
种植，引导技术、人才、资金、装备等
要素向开展粮食生产，尤其是进行大
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的主体集聚。
参与乡村建设和发展，鼓励支持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新产业新业态，由
种养业向产加销一体化拓展。

健全四项服务机制，规范指导服
务体系建设。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
鼓励各地面向乡土专家、大学生村
官、企业和社会组织经营管理人员、
示范社带头人、示范家庭农场主等选
聘辅导员。创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服务中心，鼓励涉农县（市）采取购买
服务、挂牌委托等方式，遴选有意愿、
有实力的农民合作社联合社、涉农服
务企业或社会组织承建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服务中心，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提供政策咨询、运营指导、财税代理服
务。强化试点示范引领，扎实开展农
民合作社质量提升整县推进试点，围
绕发展壮大单体合作社、促进联合与
合作、提升县域指导服务能力，形成
农民合作社高质量发展县域样板。
深化社企对接，鼓励各地引入信贷、
保险、科技、物流、网络零售、农产品
加工等各类优质企业，面向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提供覆盖全产业链条的服
务和产品，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

本报讯 目前天津市秋粮作物已进
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也是自然灾害频
发、病虫害高发时期。为切实做好当前
秋粮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控工作，降低病
虫危害损失，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制定了
《奋战四十天“虫口保粮”行动方案》，于
8月2日启动了为期40天的专项行动。
通过行动实施，力争农作物重大病虫害
总体危害损失率控制在5%以内。全市
主要秋粮作物统防统治覆盖率达到
44％，绿色防控覆盖率达到47％以上。

此次行动采取“一虫一策、一病一
方”，分类指导，协同治理的技术路线，以
草地贪夜蛾、粘虫、玉米螟、稻瘟病、东亚
飞蝗等病虫害防治为重点，大力推进“一
喷多防”综合治理技术应用。进一步加
密监测网络、准确预警预报、及时应急处
置，切实提高统防统治和绿色防控覆盖
率，坚决遏制重大病虫害暴发危害。

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召开专题会议
对行动进行了安排部署。会上，市农
业中心植保部技术专家分析了天津市
秋粮作物病虫害发生趋势，讲解了防
治技术要领。市农业农村委二级巡视
员、总农艺师张建树要求，各级农业农
村部门把“虫口保粮”作为千方百计稳
定秋粮生产的重要措施，强化属地职
责，通过细化指导服务、科学用药、宣
传引导等工作措施，为确保天津市秋
粮再获丰收做出积极贡献。

（天津市农业农村委）

河北邯郸：立秋到 农事忙
8月7日，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峰峰镇上官

庄一村的农民在小白菜地里拔草。当日是农历二
十四节气中的“立秋”，各地农民抢抓农时开展农事
活动，田间地头一派忙碌景象。图为上官庄一村的
农民在小白菜地里拔草。 郝群英 摄

河北实施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提升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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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农业农村委

部署开展
虫口保粮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