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茬玉米抢收忙
2022年8月28日，初秋时节，河北省遵化市的田间一片忙碌景象。当地农民抢抓农时进行早茬玉米收割作业，为今秋

播种冬小麦腾出耕地，确保适时秋种。图为遵化市刘备寨乡泉水头村的农民在收获玉米。
刘满仓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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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本报讯 曹书瑞 近日，河北省农业
农村厅组织专班到河北故城县就帮扶
对接和产业提升农业工作进行实地调
研指导。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正大食
品有限公司、故城县现代中药产业园、
夏庄镇小化村、河北康宏牧业有限公
司等地，听取有关工作汇报，并对产业
提升有关工作进行深入交流。

据了解，河北故城县共有建档立
卡脱贫户4229户8597人，其中易返贫
致贫户有306户687人。2022年以来，
故城县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和省市党委、政府关于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的决策部署，把产业帮扶工作的
对象转向所有农民，工作任务专项推
进乡村“五大振兴”，把工作举措转向
促进发展。2022年故城县启用中央、
省、市、县四级衔接资金7786万元实施
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产业配套设
施、贷款贴息、产销衔接等6大类10个
产业项目。截至6月底，全县脱贫户人
均产业收入达到6645.11元，同比增长
15.59%。全县没有因为产业发生规模
性返贫，脱贫群众产业收入水平持续
提升，产业帮扶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引进世界500强企业泰国正大集
团，重点建设正大1亿只肉鸡全产业链
项目，打造种（肉）鸡养殖、饲料加工、鳄
鱼养殖、屠宰及食品深加工等现代农牧
全产业链，通过“政府+企业+银行+村
集体”的“四位一体”产业帮扶模式，盘
活资源，密切带贫益贫利益联结机制。
截至2022年7月，通过整合扶贫资金
26569万元，以及金鸡贷联农带农资金

4000万元投入到正大全产业链项目建
设，累计发放扶贫收益5970万元，其
中，10%的产业扶贫收益5870万元，8%
的金鸡贷收益96万元，累计带动建档
立卡脱贫户4236户8614人，实现了县
域内脱贫人口全覆盖，为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注入新活力，带来新动能。

故城县现代中药产业园项目位于
河北故城经济开发区，由石家庄以岭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项目总
投资51.78亿元，占地1684亩，总占地
1684.52亩。主要经营板块为：中药制
剂、中药配方颗粒、中药饮片、大健康
产品现代化高新技术生产基地和大运
河物流医药健康产品。项目总投资
50.34亿元，2022年之前已完成投资38
亿元，2022年计划完成投资10亿元，目
前已完成投资4亿元。项目建成投产
后，年产值百亿元以上，年纳税10亿
元，提供就业岗位2000多个。

夏庄镇小化村是“党支部+合作
社+农户+保险+银行”的“五位一体”
新型经营模式典型村，村党支部通过
广泛宣传、积极引领，在科学制定保底
收入和分红比例的前提下，引导农民
把土地入股到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由
村集体经济合作社托管经营或交由农
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托管经营，农业龙
头企业对农产品订单收购，银行注入
资本缓解资金压力、保险机构植入保
险进行收入托底，运用土地托管新模
式，把农村分散的资源聚集化、集体资
源市场化，真正让农村“资源变资产、
资金变股金、村民变股民”，促进农业

发展转型升级，实现农民增收和农村
稳定。目前，该村种植油莎豆430亩，
2022年村集体收入将突破80万元，农
民除有保底流转土地收入外，每亩还
有最低200~400元的额外分红，实现村
民、集体双受益。

故城县重点建设总投资28亿元的
康宏牧业项目，积极打造牧草种植、奶
牛养殖到液态奶加工的完整全产业链
条。目前，投资5.15亿元的1.4万头奶
牛二期项目已竣工投产，故城两个万
头牧场年可产鲜奶18万吨，满足建设
乳品厂基本条件。2022年6月，投资
6.3亿元的年产18万吨乳制品加工厂
项目的开工建设，由国有故城县丰农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承接建设，项目共
衔接乡村振兴资金4600万元，年收益
为10%。项目稳定运营后，年销售收入
20亿元，年税金9000万元，直接提供
1000个就业岗位，同时带动当地其他
附属产业的快速发展，如原辅料、纸
箱、包装、运输等上下游产业，带动产
业的就业岗位达到1万余个就业。

调研组对故城县产业提升工作的
总体思路、重项举措和取得的成效给予
高度肯定，要求结合省厅领导结对帮扶
调研要求，对帮扶机制、工作进展、亮点
典型等进行再梳理，对照“守住一个底
线”，缩小“两个差距”，加快“三个转变”
要求，紧紧围绕“责任落实、政策落实、
工作落实、成效巩固”，以最严的标准，
最硬的措施，真抓实干，有针对性抓好
改进提升，确保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
底线，确保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本报讯 陈忠权“你看我们村
的700多亩玉米长得多好！非常
感谢市、区、镇三级农技人员及时
帮我们把草地贪夜蛾除掉，让玉
米得以正常生长，今年亩产量超
600公斤没问题。”初秋时节，位于
宁河区岳龙镇小梁庄村的玉米田
一片翠绿，玉米穗正处在籽粒灌
浆期，望着丰收在望的粮田，村
“一肩挑”孙磊高兴地说。

今年7月，在小梁庄村一块玉
米田里发现了草地贪夜蛾，这是
全球预警的重大农业害虫。市农
业农村委制定了《天津市草地贪
夜蛾防控方案》，坚持预防为主、
综合防治；全面监测、应急防治；
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全力防范草
地贪夜蛾暴发成灾，确保秋粮作
物安全生长。

“发现草地贪夜蛾后，我们立
即派农技人员前去帮助防治，确
保不扩散。随后组织10个涉农区
农业主管部门在小梁庄村召开全
市草地贪夜蛾防治现场会，就虫
情监测、预报、防治进行部署，并
组织农技人员深入涉农区指导，
打好‘虫口夺粮’仗。”市农业发展
服务中心副主任郭云峰介绍。

武清区是天津市玉米种植大
区。连日来，区、镇农技人员每天
都到相关玉米田里查看安装的测
报灯、草地贪夜蛾诱捕器，一边检
查，一边还给种粮农户讲解草地
贪夜蛾的识别要点和防治技术。
植保专家冯学良告诉记者，对草
地贪夜蛾的监测防控一刻也不能
停止，因为这种害虫是随着大气
环流迁飞的。目前已经在10个涉
农区设置普通测报灯监测点15
处、高空测报灯监测点8处、昆虫
性诱捕器监测点660处，监测时间
一直持续至10月底。此外还组成
了160人的监测队伍，一旦发现草
地贪夜蛾，将第一时间歼灭。

市、区农业主管部门还广泛
发动种植大户、农民合作社等参
与虫情调查，做到“区不漏镇、镇
不漏村、村不漏田”，实现调查全
覆盖，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预
警、早防治。

天津市涉农区在开展对草地
贪夜蛾监测防治的同时，还开展
对水稻、高粱等秋粮作物其他病
虫害的防治。其中，蓟州区在20
万亩玉米田里投放玉米螟天敌─
─赤眼蜂，防治效果良好。在宁
河区东棘坨镇稻田，宝坻区、津南
区、西青区等小站稻稻田，无人机
防治稻瘟病和稻飞虱正在进行。

市农业农村委相关部门负责
人表示，要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
政府部署要求，继续采取多项措
施，积极防治草地贪夜蛾等秋粮
作物病虫害，坚决打赢“虫口夺
粮”战，力保天津市今年382万亩
秋粮获得丰收。

天津市农业系统
积极防治病虫害

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调研组
赴故城县调研指导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