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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郝东伟刘志刚党的
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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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
十大报告中关于加快建设农业
强国的重要部署，为河北加快
建设农业强省指明了方向，提
供了遵循。”省农业农村厅厅长
刘宝岐表示，省委、省政府审时
度势，把加快建设农业强省作
为中国式现代化河北场景之
一，全省农业农村系统将深入
领会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部署要
求，对标对表国家和省未来五
年发展的主要目标任务，把建
设产业优化、绿色安全、经营高
效的农业强省作为今后一段时
期的工作重点，一步一个脚印
做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篇大
文章。

据介绍，到2027年，全省农
业发展基础更加稳固，综合实力
大幅提高，农业现代化建设取得
重大进展。粮食总产量跨上800
亿斤新台阶；“菜篮子”产品供应
能力大幅提升，全省蔬菜总产量
达到5400万吨，设施蔬菜面积达
到370万亩，衡沧高品质蔬菜产
业基地初具规模；生鲜乳产量突
破700万吨大关，乳制品品种更
加丰富；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达
到2.2万亿元；主要农作物耕种
收实现全程机械化，种养业良种
覆盖率达到100%。

仓廪实，国业实；农业稳，
国家稳。河北是农业大省，今
年以来，全省农业农村系统以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
农业农村发展保持稳中向好、
稳中向优的良好态势。前三季
度，一产增加值2543.2亿元，同
比增长3.9%；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14605元，同比增长
6.5%。秋粮丰收已成定局，预计
全年粮食总产量将超过770亿
斤，实现面积、单产、总产“三增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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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扎实
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对接京津
需求，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全方
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着力深
化农村改革，推动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新征程上，河北将着力搭
建平台、营造环境、优化政策，
全力推进项目落地落实，提高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推进设施
蔬菜、奶业等特色产业发展，提
高农产品加工水平，全面加快
农业强省建设。

夯实粮食安全根基。2023
年，新建旱能灌、涝能排高标准
农田300万亩，达到5500万亩；
加强“马兰一号”小麦品种推广
管理，提高单产水平；创建31个
粮食绿色高质高效示范县；在40
个粮食生产重点县打造“吨半
粮”示范区；建设550万亩优质强
筋小麦示范区，推广玉米大豆带
状复合种植100万亩以上。

稳定“菜篮子”产品供应。
2023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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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改
造设施蔬菜30万亩、达到365万
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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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大做强农产品加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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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新增2
个百亿级重点企业，省级农业
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发展到
1000个。举办农产品加工业发
展大会，引进名企进驻河北。

加大项目推进力度。立足

优势特色产业和产业链特点，
加强奶业、中央厨房、蔬菜、中
药材、精品肉类5个千亿级产业
工程和高标准农田、设施农业、
农产品仓储物流设施等在建项
目管理，尽快建成投产。省市
县联合抓好招商，梳理每个行
业头部企业，开展一对一招商，
引进一批战略合作项目。

推进现代农业园区建设。
借鉴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
办法，创建20个省级现代农业
示范园区，每个园区立足资源
禀赋，重点发展1至2个主导产
业，着力引导资本、人才、土地、
管理等要素向园区集聚。全面
推进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
打造和标准化生产，农业园区
全面实现质量安全可追溯。培
育一批彰显地域特色的产品品
牌、企业品牌、区域公用品牌，
提高特色产品市场竞争力。

完善支撑服务体系。加强
23个省级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
系创新团队建设，围绕做大做
强全省特色优势产业，开展关
键核心技术攻关和技术服务，
提升全产业链科技支撑水平。
做大做强15个优势种业企业，
建设小型种质资源库、创新联
合体和商业化育种中心。培育
多元化服务组织，向农户提供
机耕机收、统防统治、代耕代
种、统一购销等全程服务，提高
生产经营组织化水平。

按照部署，到2035年，河北
形成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的现
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
经营体系，率先建成国内一流
的农业现代化强省。智慧农业
初步形成，种业振兴取得重大
突破，农业生产实现作业机械
化、装备智能化，数字应用场景
更加丰富。农产品供应极大丰
富，品种多样、质量安全、绿色
高效、品牌高端，粮食综合生产
能力稳步提高，肉蛋菜奶等主
要农产品量质齐升，全国领先。

河北建设产业优化、绿色
安全、经营高效的农业强省 本报讯 杜洋洋 近日，

天津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津
南区“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致力乡村振
兴，促进城乡融合，为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津南注
入新动能”新闻发布会。会
上，介绍了津南区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建设“三美四
乡”、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建设的具体做法。

近年来，津南区坚持以
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为引
领，带动全区未整合村高质
量发展。据介绍，津南区现
有未整合村31个，共2.6万
余户、近6.5万人，全部位于
绿色生态屏障一级管控区
内，环境优美，宜居宜业，主
要以小站稻种植为主，重点
发展稻蟹、稻鱼、稻虾立体
混养。2021年，31个村集体
收入累计达 8051万元，其
中，村集体收入超过100万
元的有12个，村民人均年收
入2.81万元。

聚焦实施小站稻振兴计
划，今年津南区小站稻种植
面积增加至5.7万亩，达到近
年峰值，品种多为津源89、津
源U99、金稻919、津育梗22，
亩产达到550公斤左右。与
此同时，津南区牢固树立大
食物观，全力夯实粮食安全
根基，坚决守住耕地红线，加
快推动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战略落实落地，今年完成粮

食作物播种面积9万余亩，
比去年增加0.7万亩，把饭碗
牢牢端在了自己手中。

以产业振兴为抓手，立
足资源禀赋，津南区积极推
进特色种植品牌化。据介
绍，全区现有占地面积在100
亩以上的规模设施农业园区
26个，建有棚室3212个，总
占地1.145万亩，其中水产大
棚300余个，总占地1200余
亩，以节能日光温室为主，采
取自持、合作、租赁等经营方
式，主要种植葡萄、无花果、
黄瓜、西红柿、小白菜和养殖
南美白对虾等品种。通过政
策资金引导扶持和市场化运
作等方式，扶持6家市级农
村合作社和农民合作示范社
发展壮大，做大做强、做优做
精宏程牌芹菜、葛沽萝卜、双
桥河君子兰花卉、八里台南
义葡萄、小黄庄信鸽等特色
产业。

以绿色生态屏障、海河
教育园区、国家会展中心
“三张好牌”为平台，津南区
积极做好农文旅大文章。
如今，海河教育园区已经成
为群众节假日露营新去处，
紧邻国家会展中心的绿屏?
咸水沽湾千亩稻田，也已成
为网红打卡地。去年建成
的绿屏?八里湾总占地近3
万亩，其中 1万亩稻田与 1
万亩水面、1万亩树林融为
一体、相映成趣。

天津津南区打出
“三张好牌”发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 崔志平 王皎
王希录 近日，走进河北省衡
水市故城县建国镇一蔬菜
种植基地，蔬菜大棚里晶莹
圆润的西红柿、鲜嫩翠绿的
青椒、顶花带刺的黄瓜……
丰富多样的蔬菜显示出勃
勃生机。

“咱老百姓都喜欢种菜，
以前我在自家院里打理小菜
园，乡亲们都夸我种出的菜
品相好。现在村里建了蔬菜
大棚，村干部让我带着经验
来大棚‘上班’，在‘家门口’
种菜，每天能收入100多块
钱，挺好！”村民刘言青说。

“建国镇是全县出名的
‘蔬菜小镇’。蔬菜种植基地
里种有西红柿、黄瓜、青椒、
菠菜、韭菜等十多种蔬菜。
我们的蔬菜品质高、绿色安
全，在市场上很受欢迎。今
年蔬菜长势都不错，现在，西
红柿和青椒已经到了集中采
摘期，每天能出货30吨，京津
冀各大蔬菜批发市场来拉货
的车络绎不绝。”建国镇镇长
张东岳说。

近年来，河北省故城县
大力扶持、引导蔬菜产业发
展，积极推广“党支部+集体
经济合作社+农户+银行+保
险”的农业“五位一体”新型
经营模式，稳妥推进农业适
度规模经营，从土地、资金和
基础设施等制约瓶颈入手，
制定出台了相关优惠措施。
该县建成蔬菜基地，形成规
模化种植，以专业化促进规
范化，不断提高“故城蔬菜”
的品质，积极拓展销售渠道，
保障京津冀“菜篮子”绿色安
全、供应充足。

“目前，全县蔬菜种植面
积达16万亩，其中，设施蔬菜
4万亩。通过蔬菜基地建设，
全县累计拉动农民从事蔬菜
种植、运输产业2万余户，带
动农民就业4万余人，每年
通过蔬菜销售增收可达上亿
元，不但成为乡村振兴的‘金
钥匙’，更有力保障了京津冀
‘菜篮子’，让周边地区人们
餐桌上都有营养美味‘故城
菜’。”故城县农业农村局局
长秦立燕说。

故城县16万亩
蔬菜保供京津冀

河北省唐山市滦南县大力发展蔬菜种植，壮大产业规模，优化产业布局，扎实推进蔬菜
产业化经营。图为滦南县姚王庄镇青河沿果菜批发市场，菜农正在打理大白菜。 张永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