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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本报讯 林单丹 秋风起，津沽大地上
丰饶的农田里满是金灿灿的稻谷。水稻
育种专家于福安踱步在一垄不足100米
长的田埂上，这里凝结了百年小站稻的
发展。

“我跨出的这一步，就跨了50余年品
种变化，我们已经从自然避害品种发展
到适合都市农业机械化的品种。”这片位
于天津市优质农产品开发示范中心里的
“历史小站稻种子溯源展示圃”，就是于
福安和团队用小站稻的发展成就，献给
党的二十大最好的礼物。

种子是农业发展的“芯片”，更是天
津都市农业“拔节”发展的核心力量。仅
小站稻就在百年间，数次品种升级迭
代。这个面积不足1亩的圃里，种植了3
个150年前的小站稻品种、2个新中国成
立前后品种、3个改革开放后品种和4个
21世纪以来品种。百年前的小站稻还是
安徽“大白芒”品种，高度达1.8米以上，
走在其中，稻穗虽长，但稻芒刺臂。“百年
前的小站稻茎秆高、不抗倒伏、抗病能力
和产量都有所不足。而我脚下的‘津原
U99’则聚集了现代农业的优势，凝聚了
党的十八大以来天津农业发展成果。”今
年，天津将市级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授
予于福安团队的《半弯曲重穗大粒理想
株型创制及小站稻新品种选育应用》。
近十年来，这款特等奖科技应用已成功
转化育成新品种16个，其中不少品种已
成为京津冀地区面积最大的主栽品种。

今年，天津市农业农村委还以高产
稳产技术体系示范为核心，在宁河区聚
力20个千亩方、5个万亩片和3个百亩指
挥田，集中打造了一批点面结合的绿色
高质高效行动典型样板。

天津市农业农村委负责人介绍，天
津通过实施设施农业提升、建设放心菜
基地等一系列惠农政策，蔬菜产业规模
化、信息化、设施化、标准化水平不断提
升，“一环两翼三区”的设施农业产业发
展新格局初步形成。

天津稻花香
里迎丰年

本报讯 段玮 近日，从天津市农业农
村委获悉，近年来，天津市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工作，推动“三农”发展实现六大成
果走在全国前列。

现代都市型农业发展走在前列，粮食
综合生产能力保持在200万吨以上，“菜篮
子”重要自给率位居全国大中城市前列；
种业科技创新能力走在前列，小站稻、强
筋麦、黄瓜、花椰菜、奶牛、肉羊、鲤鲫鱼等
特色品种优势明显、叫响全国；农产品加
工业发展走在前列，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
产值与农业总产值比重达到3.7:1；农村人
居环境质量走在前列，建成150个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示范村，农村垃圾、污水、厕所
治理和村容村貌提升成效显著；农村重点
领域改革走在前列，在全国率先实现对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产、股权和组织
运行“一网管理”；城乡共同富裕水平走在
前列，2021年，本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达到27955元，位居全国第四，城乡居
民收入比缩小到1.84:1，继续保持全国城
乡收入差距最小省份。

天津“三农”发展六大
成果走在全国前列

金黄的稻田、碧绿的菜地、多彩的果
园……眼下，从巍巍太行到渤海之滨，从
冀南平原到坝上高原，广袤的燕赵大地
迎来硕果累累的秋收时节。河北各地农
民群众品尝着丰收的味道，享受着丰收
的喜悦，绘就出一幅幅美好“丰”景。

夯实农业根基，增强发展底气

近日，在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顺
中村的大豆田里，一阵微风吹过，豆荚轻
轻摇摆，种粮大户韩新波正在察看大豆
的长势。“今年雨水好，你看这株豆秧，豆
荚多，豆粒满。”韩新波随手拔出一株豆
秧，足足用了三分钟，才把豆秧上黄灿灿
的豆荚数清楚，“按这个估摸，一亩地能
产大豆300公斤。”

谷穗飘香，机器轰鸣。金秋时节，在
衡水市景县茂林合作社的谷子种植基
地，一派丰收繁忙的景象。

“我种了600多亩谷子，今年雨水好，
谷子一点水也没有浇，亩产700多斤，每
亩收益在1700元左右。”望着金黄色的谷
粒从收割机的传送筒中倾泻而下，合作
社负责人刘树林满心的欢喜溢于言表。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燕赵大地处处
是丰收的味道。

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获悉，今年河
北夏粮再获丰收，夏粮播种面积2271.6
千公顷，亩产436.2公斤，总产量1486.5
万吨，实现面积、单产、总产“三增加”。
当前全省秋粮长势良好，结合夏粮实收
产量，综合分析今年将是一个丰收年。

“6月下旬以来，河北省降水总体偏
多，气候条件对秋粮生产总体比较有利，
夺取丰收有基础、有希望。”省农业农村厅
相关负责人表示，丰收在望不等于丰收到
手，当前疫情复杂，气象灾害存在不确定
性，越到后期越不能掉以轻心，更要做好
机具准备和机手培训，确保秋粮收在适收
期，为端牢中国饭碗贡献河北力量。

农业根基稳，发展底气才足。针对河
北今年第一年大面积推广大豆玉米带状
复合种植的实际，河北各级农业农村部门
组织专家指导组和技术人员，举办各类形
式的“田间日”现场活动，提高各类新型经
营主体的技术掌握程度。

“今年，我们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有500亩，玉米亩产估计在1200斤左右，
与往年差不多，同时一亩地又多收300斤
大豆，这样算下来，比单一种植玉米每亩
多收入600元。”景县志清农民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高志清说，玉米和大豆种在同
一块田里，保障玉米产量的同时还能多
收一季豆，真是一举两得。

在稳定净作大豆面积前提下，河北
今年依托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种植
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重点在玉米主产
区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完
成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102.3万亩，助
力粮油生产提质增效。

坚持农机农艺融合，河北用足用好
中央农业生产救灾资金，针对秋粮病虫
发生新情况、新特点，加密监测调查，大
力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提高防控效
果和效率。全面推广玉米“一控双提”等
技术措施，统一开展喷防作业，切实做好
穗虫穗病防治，促进秋粮作物灌浆，提高
粒重。

为加快秋粮抢收进度，减少粮食损
失，河北各地科学调度玉米联合收割机
和拖拉机等机具，加大对新机手、雇用机
手的培训力度，支持农机合作社等主体
开展社会化服务，推行托管式、订单式等
服务模式，确保成熟一块，收获一块。

河
北
粮
食
丰
收
在
望

农
民
增
收
可
期

秋风送爽，板栗飘香。在承德市
宽城满族自治县艾峪口村，漫山遍野
的板栗树上，一个个“小刺球”挂满枝
头，绿叶间，露出一张张“笑脸”。

“我家一共有2000多棵栗子树，
板栗产量稳定的同时，整体质量也大
幅度提高，今年收成不赖。”这几天，
艾峪口村村民刘敬原在自家板栗园
里忙碌着。经过多年培育改良，宽城
板栗形成了色泽光亮，口感糯、软、
甜、香的独特品质，目前，宽城板栗种
植面积达59万亩。

从“吃饭农业”到“品牌农业”，承
德市凭借好山、好水、好空气的自然
优势，积极打造区域农产品品牌，宽
城板栗、平泉香菇、围场马铃薯、兴隆
山楂、丰宁有机奶等农产品区域公用
品牌声名鹊起。收获的场景不同，但
喜悦的心情没有两样。

鸡泽县是著名的辣椒之乡，县域
内种植的8万亩“羊角椒”陆续进入
采摘期，椒农抢抓农时采摘鲜椒，辣
椒地里一派繁忙。

“今年合作社种植辣椒2000多
亩，亩产量4000多斤，每斤可以卖到
2元左右。”鸡泽县万亩红辣椒专业
合作社负责人刘玉全说，鸡泽辣椒作
为区域公用品牌，以皮薄、肉厚、色
鲜、辣度适中而闻名，他们种植的辣
椒备受市场欢迎，收入增长不少。

好品牌，赢得好市场。如今，鸡
泽辣椒被列入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产
品先后获评省十佳农产品区域公共
品牌、省十大地方特色蔬菜等。

宽城板栗、鸡泽辣椒、赵县雪花

梨、南和金米……一个个农产品区域
公用品牌的成长壮大，带动着河北农
民持续增收致富。

市场的热捧，来自品牌的打造。
近年来，河北把农业品牌建设作为深
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载
体和抓手，构建以区域公用品牌为引
领、企业品牌为支撑、产品品牌为重
点的农业品牌发展体系，着力建设特
色农产品优势区，推进河北农业绿色
化、优质化、特色化、品牌化发展，促
进全省农业由数量优势向品牌优势
转变。

今年丰收节期间，河北坚持品牌
强农，组织奶、梨、葡萄、预制菜等优
势特色单品，举办一系列线上线下产
销对接推广周活动，树立“河北农品
百膳冀为先”的品牌整体形象，增强
单品品牌影响，拓展高端层次消费市
场。发动各市、县开展电商促品牌营
销相关活动，向电商销售平台引流，
利用粉丝经济帮助品牌农产品快速
出货，提升品牌知名度，助力农民稳
步增收。

“目前河北省已拥有省级以上
区域公用品牌105个、农业领军企业
品牌80个，品牌农产品成为农民增
收致富的主角。”省农业品牌建设中
心主任王旭东表示，区域公用品牌
是市场的敲门砖，是一笔巨大的无
形资产，既要创得出又要叫得响。
河北将通过强化品牌营销，讲好品
牌故事，提升品牌溢价，持续提高河
北农产品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

（郝东伟）

推进品牌强农，群众持续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