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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本报讯 陈忠权 日前，农业农村部发
布了《农业农村部关于2019—2021年全
国农牧渔业丰收奖获奖情况的通报》，天
津共有5项成果获奖。

近年来，天津市坚持“科技兴农”总
体战略，新品种、新技术、新成果不断涌
现。在此次5项获奖成果中，天津农科院
“特色瓜果保鲜减损增效关键新技术集
成与示范推广”成果荣获农业技术推广
成果奖一等奖；“优质黄瓜新品种培育及
周年高效生产技术集成与示范推广”成
果荣获二等奖；“津强系列小麦品种选育
推广及产业化”“设施专用型速生白菜系
列新品种示范推广”2项成果荣获三等
奖。武清区农业发展服务中心的“天津
主要农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控农药减量增
效技术体系示范推广”，也获得三等奖。

据了解，“特色瓜果保鲜减损增效关
键新技术集成与示范推广”项目由保鲜
加工研究所陈存坤研究员历时17年主持
完成。本项目开发了多场景智能化精准
调控装置和多种流通关键节点保鲜装
备，创制了覆盖瓜果产地预冷、预处理等
全程保鲜环境智能化精准调控装置及配
套技术，填补了国内外远距离贮运保鲜
环境全程智能化精准控制空白，解决了
特色瓜果产贮运销全产业链的减损增效
难题，为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抗疫保供、
减损增效作出了重要贡献。

“优质黄瓜新品种培育及周年高效
生产技术集成与示范推广”项目，育成
“津优406”“津优409”等11个优质专用
黄瓜新品种，成功推动我国黄瓜品种迭
代更新，让市民菜篮子更加丰盈，农民腰
包更鼓。“津强系列小麦品种选育推广及
产业化”“设施专用型速生白菜系列新品
种示范推广”两项成果选育出了高产、优
质春小麦系列良种和速生白菜良种，为
确保“米袋子”“菜篮子”做出了贡献。“天
津主要农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控农药减量
增效技术体系示范推广”，研发集成绿色
生态防治病虫害技术，减少了农药用量，
为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和保护农业生态
环境提供了技术支撑。

天津5项成果获全国
农牧渔业丰收奖

本报讯 刘艳惠 从河北省统计局获
悉，党的十八大以来，河北省各地各部门
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摆在重中之重
的位置，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坚持农业农
村优先发展总方针，以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为总抓手，持续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河北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
高，农业生产结构不断优化，农村经济整
体实力显著增强。

河北省农林牧渔业生产规模持续扩
大，不断跃上新台阶。2012年河北省农
林牧渔业总产值4912.4亿元，2021年达
7018.7亿元，是2012年的1.4倍，年均增
速为4.2%。其中，农业、林业、牧业、渔业
和农林牧渔服务业2021年产值分别是
2012年的1.3、3.2、1.3、1.8和2.4倍，年均
增速分别为 3.1%、4.1%、3.8%、2.7%和
7.8%。农林牧渔业增加值由2012年的
3021.8亿元增加到 2021年的 4286.1亿
元，增长1.4倍。

河北省农林牧渔业
总产值十年年均增速4.2%

本报讯 贾宏博 金秋十月，大豆玉
米进入收获期，河北各地多措并举抢抓
农时，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带状复合种植可以减少病虫害，实
现作物协同共生，还能够提高产量。”邢
台市南和区的种粮大户王志刚说，今年
是他第一次采用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
植，一共种了400亩地，按照估算，带状
复合种植的1亩地能产玉米约600公斤、
大豆150公斤，这样算下来，每亩地要比
以往至少多收入600元。

邢台市南和区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
温春爽介绍，今年该区启动了2.5万亩大

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示范区建设，组织
农业技术专家深入田间提供全程技术指
导，通过精选品种、全程机械化生产、无
人机封闭除草、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技术，
帮助农民在玉米不减产的情况下增收一
季大豆，实现“一季双收”。

眼下，在石家庄市藁城区朱家庄村
富硒大豆高产示范田里，黄绿相间的豆
叶接连成片，豆秆上长着密实的豆荚，籽
粒饱满，丰收在望。

“今年，经过我们测土配方施肥、科
学地综合防治病虫害，大豆长势良好，
估计每亩地能收500斤左右。”朱家庄

村种粮大户李彦波说道。近年来，藁城
区积极调整农业种植结构，通过土地流
转、代耕代种、统防统治等模式，大力发
展大豆等节水抗旱稳产高效的秋粮品
种，并不断完善农产品加工产业链条。
截至目前，该区大豆总种植面积达到15
万亩左右。

河北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河北依托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种
植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在玉米主产区
至少推广100万亩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
植，努力实现“玉米基本不减产、增收一
季大豆”，确保稳粮增豆、农民增收。

河北玉米大豆“手牵手”迎丰收

近 年 来 ，
河北省唐山市
丰 南 区 依 托
“ 党 支 部 +基
地+农户”的模
式，大力发展
精品葡萄、猕
猴桃等特色水
果种植，实现
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助力
乡村振兴。图
为唐山市丰南
区奕品葡萄种
植园内，果农
们在包装刚刚
采摘的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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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宋维根 近年来，河北省张
家口市立足区位、生态、气候、产业优势，
以设施农业规模调大、结构调佳、品种调
优、效益调高为路径，区域化布局、规模
化建设、标准化生产、产业化开发，设施
蔬菜产业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
数量到质量的跨越式发展。

张家口市属高寒冷凉区，无霜期较
短，昼夜温差大，光照时间长，每年7至10
月蔬菜集中上市，与全省南部地市及京津
地区错季上市，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全省范
围及华北地区夏秋淡季蔬菜生产供应基
地。近年来，张家口市持续做精做细做优
现代农牧产业，加快发展设施蔬菜种植，
着力构建“一环三区四带”设施农业发展

新格局，即打造以万全区、宣化区、经开
区、桥东区、桥西区等五区为主的环城区
高端设施蔬果生产示范区，重点打造以休
闲采摘、文化传承和会员直供模式为主的
产业融合型高档精品设施农业；按照坝
上、沿坝、坝下三大地域特点，划分设施农
业不同类型功能区；以国家、省级特色农
产品优势区和中国地标商标产品品牌提
升培创为重点，发展特色鲜明、优势集聚、
产业融合、市场竞争力强的设施蔬果产业
带，即崇礼—尚义—赤城彩椒设施种植业
产业带，怀来—涿鹿—宣化葡萄设施种植
业产业带，沽源—赤城架豆设施种植业产
业带，赤城—沽源—张北—尚义—康保麒
麟瓜设施种植业产业带，进一步拓展农业

增值空间和农民增收渠道。
据统计，今年以来截至9月，全市设

施蔬菜（含食用菌）种植面积（含复种）16
万亩，预计总产量60万吨；全市设施蔬
菜（含食用菌）生产设施个数达到11.87
万个，设施类型主要有封闭式厂房、日光
温室、连栋大棚、单体拱棚、半拱棚等。
设施栽培园艺作物主要有彩椒、青椒、辣
椒、架豆、生菜、番茄、芹菜、黄瓜、油菜、
菠菜、食用菌等。多种类型及模式的设
施农业持续发展，基本实现了部分蔬果
的全年供应，实现了春提早、秋延后的多
个生产茬口，促进优质精品蔬果错季上
市，有效提高了产品价格，增加了农民收
入和农业产值。

河北张家口设施蔬菜种植带火乡村发展

本报讯 郝东伟 近日，在河北省邯
郸市魏县前大磨乡爱耕种植专业合作社
示范田内，成熟的玉米色泽金黄、籽粒饱
满，一派丰收景象。

当天，邯郸市农业农村局邀请有关专
家组成专家组，对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
推广站承担的河北省玉米产业体系邯郸
试验站“夏玉米绿色简化节本增效集成技
术示范”高产示范田，按照农业农村部高
产创建测产办法进行了产量实收。

专家组在示范田中抽取了3个样
点，每个样点面积均在67平方米以上，

收取样点内果穗，根据鲜果穗重和鲜果
穗出籽率计算亩鲜籽粒重，折合标准籽
粒含水量14%后，示范田夏玉米平均实
收亩产848.69公斤。

邯郸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站
站长段美生说，今年夏季，该示范田小麦
产量经专家实打实收平均亩产810.80公
斤，一年两季小麦玉米亩产量合计
1659.49公斤，小麦、玉米亩产双超800公
斤，一年两季实现亩产“吨半粮”。

据介绍，邯郸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技
术推广站从2018年开始针对制约粮食

产量的关键问题，引进示范新品种，提高
播种质量，集成节水、节肥、节药等技术，
提升农机装备水平，实现粮食生产节约
高效、绿色高效、节本增效。

“今年在单季高产的基础上，克服小麦
播种偏晚、玉米生长季节阴雨寡照和高温
等不利影响，落实关键技术，充分利用光热
资源，上下茬作物有效衔接，实现了两季高
产。”段美生说，下一步，邯郸市将把“吨半
粮”技术进行集成示范，通过在全市其他县
（市、区）增加示范点，以点带面、多点开花
进行经验推广，力促粮食增产增效。

河北邯郸一年两熟示范田实现亩产“吨半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