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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本报讯 张广艳 近日从天津港集团
获悉，今年三季度，天津港集团高标准建
设世界一流港口，各项工作持续呈现高
质量发展态势，完成货物吞吐量1.27亿
吨，同比增长5.3%；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602.8万标准箱，同比增长9.5%。前三季
度，天津港集团累计完成货物吞吐量
3.63亿吨，同比增长3.3%；完成集装箱吞
吐量1654万标准箱，同比增长4.7%。

集装箱吞吐量再创历史新高的背
后，是天津港加快打造世界一流的智慧
港口、绿色港口。如今，天津港智慧港口
建设加码提速，加快数字天津港建设，与
华为、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和行业头部企
业联合成立“智慧港口全球创新实验室”
正式揭牌，构建产学研用生态体系。全
球首创传统集装箱码头全流程自动化升
级改造项目全面竣工，集装箱大型设备
自动化改造占比保持行业领先。“天津港
集装箱水平运输自动驾驶先导应用试
点”“天津港至马驹桥物流园公路货运自
动驾驶先导应用试点”两个项目入选交
通运输部第一批智能交通先导应用试点
项目。完成关港集疏港智慧平台升级，
实现“车船货”智能精准匹配，“船边直
提”“抵港直装”比例再创新高，打造全国
领先的关港业务协同新模式。特别是，
通过智慧赋能，天津港船舶准班率始终
名列全球前茅，三季度共6次打破各货类
装卸纪录，2次刷新外贸集装箱干线作业
纪录，太平洋国际码头以平均每小时331
自然箱的在泊船时效率打破“2M地中海
三线”全球作业效率纪录。

前三季度天津港完成
货物吞吐量3.63亿吨

本报讯 白波 吴青杨 连日来，首衡高
碑店中转站全天候运转，保障首都农产
品安全稳定供应。

2020年以来，首衡高碑店中转调运站
已多次及时组织农产品物流装配进京，在
保障供应链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衡集团总裁魏树俭表示，首衡高碑店中
转站建立完善的应急保供机制，具备高效
的物资组织、调拨、输送能力。

近期，首衡高碑店中转站与首农集
团、北京永辉超市、物美超市、新隆嘉超
市等保供单位构建高效应急保供机制，
通过“产品需求报备、货源组织调配、防
控标准统一”的应急保供机制，将北京保
供单位负责统计的各区域需求信息统一
报备至中转站，进行精准调货、配货，全
面提高应急保供协同化配送能力。

早上8时，中转站工作人员将各类产
品按订单装到采购车辆上，不时有车辆满
载货物出发。新隆嘉驻场采购负责人郭树
才说，最近北京各门店订单量增加，采购量
也随之提高。之前每天大概发五六车货
物，现在能达到每天十车，达到70吨左右。

北京大洋路市场、岳各庄市场等二
批市场的驻场采购商也都增加了采购
量。“这段时间销售量增加，采购量也大
了，比之前多了 30%，每天在 100吨左
右。每天早上6点开始发车，一直持续到
下午三四点。”大洋路市场的驻场采购商
武迎军介绍，他们在北京市场也设有仓
库，能够保障3~5天的果蔬供应。

首衡高碑店中转站全力
保障北京农产品供应

本报讯 王昆 金秋十月，正是河北
省秋粮收获的关键时期。连日来，河北
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加快秋收进度，数字
化、机械化收割场景不断涌现，一幅现代
化丰收图景在广袤的田野间徐徐展开。

在保定市望都县高岭镇侯陀村，
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声，一片片玉米秸
秆被粉碎还田，黄澄澄的玉米棒被装
进谷仓。而一公里外，高优农业技术
服务专业合作社的中央控制室里，整
个收割过程在智慧农业平台的大屏幕
上一览无余，负责人黄晓松通过屏幕
了解收割情况。

据黄晓松介绍，现在不用一直耗在
地里，在收割过程中损伤玉米粒过多就
会报警，耕、种、管、收已经实现智能化远

程操作，农活儿干起来要比以前轻松。
在邯郸市成安县成安镇的玉米地

里，无人驾驶收割机借助北斗卫星导航
定位匀速直线推进，遇到尽头的田埂自
主转向掉头，转眼间机身仓储就显示已
经装满。“无人驾驶收割机可以提高收获
的精度，减少工人的劳动强度，可以减少
2%~3%的损失。”成安县成安镇南鱼口村
种粮大户杨俊山说。

走进邯郸市永年区硕丰家庭农场的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基地，一台谷物
收割机在前开道，随着收割机的滚筒转
动，黄澄澄的大豆“流入”收割机的谷仓
中，紧随其后的是一台新式玉米收割
机。双机同时作业，一次性完成了玉米
大豆的收获作业。

看着大豆和玉米棒相继从收割机
的出粮口装入运输卡车上，种粮大户刘
丙洋说：“初步测产，玉米亩产量在1100
多斤，大豆在150斤以上，实现了一季
双收。”

邢台市宁晋县润风种植专业合作社
的1000亩玉米已收割完毕，农机手正在
开展土壤深松作业。合作社负责人张军
永在地头就能通过手机实时监测自家农
田作业情况。

“农机深松作业的轨迹、面积、深度
等数据都一目了然，省心又省力。”张军
永表示，农机深松深度达30厘米以上，
能有效打破犁底层，改善土壤结构，提高
土壤的透水透气性能和耕作层的蓄水
量，为来年夏粮增收打基础。

河北科技融入田间地头
绘就智慧秋收图景

本报讯 尉迟国利 今年以来，河北省
承德市坚持把促进脱贫群众增收和脱贫
县发展作为主攻方向，围绕守住不发生
规模性返贫一条底线，抓好巩固、发展、
振兴一条主线，扎实推进工作落地落实。

聚焦防止返贫，完善监测帮扶机
制。升级完善“承德市智慧防贫系统”，
推广“一码申报”微信小程序，及早发现
风险，放宽认定条件，简化工作流程，按
照“一户一方案”要求，抓实帮扶举措。
实施精准帮扶，2万余名网格员每月走
访服务，落实“一人一策”精准帮扶措
施。开展“六看八查”集中排查，全市共
纳入监测对象1.23万户、3.09万人，无一
户一人返贫致贫。

聚焦促进增收，加强产业就业帮
扶。出台5方面18项具体措施，最大程
度降低疫情影响。以产业就业为根本，
实施农业产业项目和乡村旅游项目586

个，全力推进5条优势特色产业带、“盛
世100”民宿等重点项目建设。强化稳
岗就业支持，开展“春风行动”系列招聘
活动148场期，开发公益岗位5.8万个，
19.23万帮扶对象稳定就业，多渠道促进
脱贫群众增收。加强易地搬迁后续扶
持，有就业意愿的26959名搬迁劳动力
全部转移就业。

聚焦巩固成果，落实“3+1”保障措
施。落实义务教育补助资金7156万元，
无适龄儿童因贫失学辍学；落实医疗保
障救助待遇85.46万人次、2.46亿元，为
55.54万农村低收入人口参保资助1.5亿
元；深入开展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
治，确保动态新增危房全部列入改造计
划，实现动态新增清零；计划投入
2283.64万元实施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
护项目518处；发放农村低保金3.6亿
元，农村特困供养金1.52亿元。

聚焦项目带动，强化资金使用管
理。围绕产业链条延伸、基础设施补短
板等重点，高标准高质量推动项目建设，
投入四级衔接资金27.896亿元，实施项
目1238个，全部开工建设，正在有序推
进。全力以赴抓好兴隆半壁山、隆化七
家茅荆坝、围场半截塔3个省级衔接示
范区建设，谋划实施项目37个，撬动社
会资金13.2亿元。完善县乡村三级金融
服务网络，新增脱贫人口小额信贷
8778.24万元，同比增长96.23%。

聚焦凝聚合力，提升帮扶工作成效。
加强与各级帮扶单位沟通对接，组织召开
了中央单位定点帮扶和驻村帮扶挂职干
部代表座谈会，4家中央帮扶单位投入和
引进资金7926.7万元，建设项目17个；推
进消费帮扶行动，动员各级各部门和社会
各界采购脱贫地区农副产品，开展产销对
接活动9场次，实现销售额29.3亿元。

承德实施农业产业和乡村旅游项目586个

连日来，
在河北省唐山
市丰南区，农
民抢抓有利天
气晾晒玉米。
图为近日在唐
山市丰南区岔
河镇杨义口头
村，农民在晒
场晾晒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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