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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郝东伟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
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
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坚持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
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建设农业
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
生态、组织振兴。

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连日来，河
北省农业农村厅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
要政治任务，成立了由党组书记任组长
的领导小组，先后召开厅党组理论学习
中心组（扩大）会、厅党组会，认真传达学
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一中全会精
神，凝聚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强大力
量。通过组织学习研讨、编发学习简报、
在河北农业信息网和厅官微开辟学习专
栏等多种形式，开展解读和宣传，迅速掀
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热潮。

省委十届三次全会紧紧把握中国
式现代化的战略部署，科学谋划、系统
部署，把加快建设农业强省作为中国式
现代化河北场景之一，指明了新时代新
征程全省农业农村工作的总体要求和
前进方向。

“河北是农业大省、农村大省。迈上

新征程，我们将以更大的决心、更明确的
目标、更有力的举措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建设农业强省，促进农业高质高效、
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省农业
农村厅党组书记王国发表示，全省农业
农村系统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按照省委十届三次全会的要求，解放
思想、奋发进取，围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找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切入点和突破
口，找准“三农”领域贯彻落实的着力点
和主攻点，统筹谋划未来河北农业农村
现代化发展的政策举措，在农业强省、粮
食安全、农业高质量发展、美丽乡村建
设、乡村治理、农村改革等各领域取得突
破性进展。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提升粮
食综合生产能力。全面落实粮食安全
党政同责，开展粮油作物全程精细精准
科学管理行动，对冬小麦、玉米、大豆玉
米带状复合种植等从种到收一系列关
键节点，制定全程科学管理实施方案，
全面提高粮油作物单产水平。强化耕
地保护与建设，坚决遏制耕地“非农
化”、基本农田“非粮化”。

稳定“菜篮子”产品供应，保障绿色
优质农产品供给。启动建设衡沧高品质

蔬菜产业基地；做强5个单品规模超5万
亩的蔬菜大县，新建5个国际一流的智
能连栋设施基地，增强蔬菜周年生产供
应能力。新建扩建一批乳制品加工厂和
奶牛养殖场，年增生鲜乳产量30万吨、
乳制品加工能力70万吨。推进京津周
边117家畜产品保供基地和沿海生态养
殖示范区建设，提高肉、蛋、水产品生产
保障能力。

做大做强农产品加工业，加快推进
农业高质量发展。实施强龙行动，重点
培育汇福粮油、今麦郎、君乐宝、晨光、同
福、美客多等农业头部企业，争创世界一
流企业。筛选拟在主板上市的农业企业
予以重点支持。举办农产品加工业发展
大会，引进名企进驻河北。培育44个产
加销全产业链经营联合体、达到 310
个。新建2000个产地初加工设施，全省
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超过1.6万亿元。

持续深化农村重点领域改革，增强
农业农村内生发展动力。深化土地制度
改革，巩固提升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成果，多种方式盘活农村资产资源，发展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深入开展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提升行动，大力发展以托管服
务为重点的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

本报讯 张思佳 刘路 眼下，“新一
代”辣椒陆续进入收获期，走进衡水桃城
区赵圈镇前王家村“新一代”辣椒种植基
地，一眼望去，辣椒长势喜人，一个个鲜
红色的小辣椒点缀在辣椒藤上，收割机
在田埂间穿梭作业，农户们的脸上洋溢
着丰收的喜悦。

“‘新一代’辣椒的辣度高，辣味十足，
专门用来做火锅底料的。在区农业农村
局技术老师的指导下，管理的也很不错，
今年辣椒长势很好，亩产干辣椒能达到
450~500斤。”种植大户王瑞生笑着说。

农业发展是民生之本。为探索农业
种植结构调整新路子，前王家村结合耕
地多、土地质量强的实际出发，充分利用
“党支部+合作社+企业”的模式，与四川
新雅轩食品有限公司达成合作，打通产、
销渠道，建成了桃城区首个占地500余亩
的“新一代辣椒种植示范园区”，亩均增
收2500元，进一步增强了村级造血能
力。为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前王家村着
力发展订单农业，进一步扩大“新一代辣
椒种植示范园区”，推广种植蜜薯、金银
花等特色农作物，打造提升高标准农田，
持续推动农业种植结构调整。

乡村要振兴，产业发展是关键。今
年以来，桃城区不断凸显区域特色产业
优势，大力发展高效特色产业、积极稳妥
推进农业种植结构调整，以“酸甜苦辣”
等特色农业产业为抓手，引导农民发展
辣椒、中药材、桃、山楂等特色农作物种
植，通过农业技术人员的“保驾护航”“企
业+合作社+农户”保障销路等方式，实
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

本报讯 近日从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
会获悉，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公布了2022
年农业品牌创新发展典型案例，天津市推
荐的题为《构建品牌组织架构 重振“金字
招牌”荣光》的小站稻典型案例成功入选。

为深入实施品牌强农战略，提高农
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农业农村部启动
了农业品牌创新发展典型案例征集工
作，经过层层遴选，全国共50个品牌入选
2022年农业品牌创新发展典型案例，其
中区域公用品牌30个、企业品牌14个、
产品品牌6个。

天津市入选的小站稻品牌是国家地
理标志农产品，也是天津市“津农精品”农
业品牌体系中的翘楚，前不久还成功入选
了全国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近年来，
天津市深入实施小站稻产业振兴规划，全
力开展小站稻品牌建设，通过推进小站稻
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标准化生
产，实现从稻米种植到加工、销售全产业
链融合；利用“互联网+”“旅游+”“生态+”
等模式，推进小站稻产业与观光旅游、水
产养殖、文化教育等产业的深度融合；充
分发挥龙头企业联农带农作用，持续推进
小站稻产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推动了小
站稻的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大幅提升。
小站稻的品牌建设之路见证了天津市在
品牌强农工作上所做的努力，其建设模式
和取得的丰硕成果，为推动天津市农业品
牌创新发展探明了路径，提供了可借鉴的
经验。 （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天津小站稻入选全国农业
品牌创新发展典型案例

衡水桃城区
小辣椒种出致富路

河北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建设农业强省

本报讯 李飞 记者李甜甜 为贯彻落
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加快构建以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的新发展格局”，在天津市发改委、商务
局、工信局支持下，天津市肉类协会组织
了进口肉类加工产业研讨会。

据了解，近日天津市肉类协会组织
科研院校及有关企业负责人在天津恒朝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进行肉类加工产业研
讨。天津市工信局消费品处，天津科技
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天津科技大学食品
科学与工程学院，中国通用咨询投资有

限公司天津项目部等企业、有关单位人
员参加。

天津市肉类协会会长邢艳玲介绍
了当前国内进口肉类加工产业发展的
前景，推进天津进口肉类加工产业建
设是立足天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优势，立足天津港口贸易优势，立足京
津冀一体化发展市场优势，将国际肉
类贸易与国内肉类加工无缝衔接，构
建服务国内大循环为主要目的，促进
疫情后经济复苏、实现天津经济长远
发展为目标的战略布局，意义重大，影

响深远。
会议围绕肉类加工产业建设的全产

业链条展开研讨，主要针对目前港口进
口肉类二次分割场地问题、加工问题、检
疫证转换问题以及二次分割标准问题
等。针对会议期间提出的问题，天津市
工信局表示尽快协同其他相关部门落实
政策及解决方案。邢艳玲会长表示，将
积极配合政府，尽快完成进口肉类加工
产业落地方案及实施，为肉类加工产业
建设的推进做好专业指导和各项工作的
配合。

天津肉类协会召开进口肉类加工产业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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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河北省邯郸
市鸡泽县委
组织部组织
开展了以“村
干部带头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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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为主要
内容的“双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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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了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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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鸡泽县
村民种植的
火龙果喜获
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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