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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本报讯 孙玲玲 近日，天津市
农业农村委员会公布了3个新纳入
天津市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名录的单
位，分别是，天津大美良田农业产
业化联合体、天津金仓农业产业化
联合体、天津市丰盈农业产业化联
合体。

据介绍，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是以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核心、农民专
业合作社为纽带、家庭农场和专业大
户为基础，以分工协作为前提，以规
模经营为依托，通过股份合作、订单
生产等利益联结形式，形成的关联紧
密、分工明确、链条完整、利益共享的
紧密型组织联盟。

2018年以来，天津市开展了五批
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培育工作，共培育
农业产业化联合体18个。联合体内
部成员共有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8
个，带动农民专业合作社59个（社员
户数4410户）、家庭农场95个、种养
大户98户，覆盖蔬菜、甘薯、小站稻、
生猪养殖、水产品养殖、奶牛养殖、良
种肉羊育种等行业领域。2021年联
合体营业收入157480.41万元，成员
农户户均收入8.31万元，辐射带动农
户数达到11274户，有力促进了农业
产业融合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

河北提前拨付
生鲜乳喷粉补贴资金

天津新增3个农业
产业化联合体

本报讯 郝东伟 日前，河北省
农业农村厅印发《关于维护生鲜乳
收购秩序 加强质量安全监管的紧
急通知》，决定在 1月 20日前，将
2023年 1500万元的喷粉补贴资金
预拨到乳品加工企业，2022年2500
万元的补贴资金同期发放到位，最
大限度帮助乳品加工企业缓解资金
压力。

喷粉补贴政策是增强乳品加工
企业发展信心，确保市场生鲜乳收
购的重要举措，是奶业振兴扶持政
策的制度性安排。通知强调，乳品
加工企业要主动化解承担市场风
险，做到省内生鲜乳应收尽收，购销
合同到期及时续签，切实保护奶农
利益，稳定生鲜乳购销秩序。要严
格落实入厂检测、出厂监测制度，完
善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加强生鲜乳
质量监测。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进
一步强化奶站和运输车的日常监管
工作，加强日常巡查，依法严厉打击
非法添加、非法运输、非法购销生鲜
乳等违规违法活动。

在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方面，通
知提出，奶业创新专家团队要发挥
技术优势，深入基层加强技术指导
服务，推广降本增效的适用技术，解
决养殖场生产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难
题。河北省农业农村厅将安排3个
工作组，分赴奶业重点县，解决养殖
场户实际困难，协调解决生鲜乳收
购中出现的矛盾。各市县农业农村
部门要定期召开养殖场户座谈会，
了解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最大限度
保护奶农利益。

优质葡萄

六张特色名片
为张家口农业“代言”

“张杂谷”育种技术水平国内领先，制种面积位列全国第一；鲜食玉米产业整体发展
水平位居全省第一、全国前列；马铃薯产业领域已发展成全国最大良种育繁基地；蔬菜产
业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居全省前列……

近年来，河北省张家口市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调
整优化产业结构和区域布局，着力发展杂粮油料、马铃薯、蔬菜、中药材、葡萄、食用菌等六大
农业特色产业，培育打造产业集群，推动全市农业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张家口市杂粮油料产业具有种植历史
悠久、品种丰富、特色鲜明、育种领先的优
势。针对此，近年来，该市一步优化区域布
局和品种，扩大种植规模，持续完善产业链
条，不断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2022年，全市优质杂粮种植面积275
万亩，油料作物69.1万亩。其中，莜麦种
植面积居全省首位，良种繁育面积4万亩，
是全国规模最大的莜麦育繁种基地；鲜食
玉米种植已成为全国五大生产区之一，
2022年种植面积达到13.4万亩，逐步发展

成集种子研发、有机种植、仓储加工于一
体的全产业链产业集群，整体发展水平位
居全省第一、全国前列；“张杂谷”制种面
积达1.11万亩，位列全国第一。

近年来，该市围绕“三品一标”（品种
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
生产示范基地建设，先后打造了宣化区张
杂谷、蔚县谷子、张北县杂粮杂豆等10个
杂粮示范园区，培育了蔚州贡米、康保莜
麦、万全鲜食玉米等多个区域公用品牌和
国家级地理标志产品。

2022年，该市积极打造产品营销平台，
完善产业链条，创新生产经营模式，全面提
升马铃薯产业发展水平。马铃薯种植面积
达到120万亩，鲜薯产量233万吨，居全省首
位。脱毒种薯原种繁育面积达10万亩，育
繁种水平和能力在国内属领先地位。

近年来，该市以坝上主产区为主，全
面提升马铃薯种薯产业发展质量，在国内
种薯育繁方面的优势地位得到稳固。重
点培育打造了张北县、塞北管理区、察北

管理区3个马铃薯种薯繁育和种植示范园
区，培优培强“塞北马铃薯”区域公用品牌
1个、“雪川农业”“塞北弘基”企业品牌2
个、“张北马铃薯”“康保马铃薯”地理标志
产品2个。

该市各主产县区及育繁种单位瞄准
马铃薯产业发展前沿，积极与国内外科研
单位开展交流合作，大力宣传展示马铃薯
产业的优势，产业知名度得到不断提升。

每年的7月至10月是张家口市错季蔬
菜集中上市的时间，期间85%以上的蔬菜销
往外地甚至出口，对于保障首都北京及全国
错季蔬菜市场的供应起到积极作用。

近年来，该市立足本地资源、区位和
市场优势，面向京津冀中高端市场，推动
蔬菜单品化、集约化、精品化发展，稳定扩
大设施蔬菜面积，突破种子种苗繁育、净

菜加工、机械化作业三大薄弱环节，推进
精品蔬菜产业集群建设。

据统计，2022年，全市蔬菜产业种植
面积126万亩、总产量约520万吨，面积和
产量均位居全省第三位。种植品种以大
白菜、圆白菜、芹菜等近20种蔬菜为主，
其中彩椒等产品在国内及国际市场均有
较高的知名度。

优质杂粮 种植面积275万亩，莜麦种植面积全省第一

马铃薯 种植面积达到120万亩，居全省首位

蔬菜产业 种植面积126万亩，居全省第三位

蔚县是全省十大道地中药材产业县
之一，被誉为“中国冬花之乡”；“赤城赤
芍”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赤城也是全国
最优质的赤芍产区；沽源县是目前国内
规模最大的金莲花人工种植基地……

近年来，该市紧抓中医药传承创新
发展机遇，以产业集群建设为抓手，稳定
现有中药材种植规模，发挥当地药食同

源和道地中药材品种优势，补短板、提质
量、强品牌，提升中药材产业质量效益和
综合竞争力，全方位延长中药材产业链
条。

2022年，该市重点打造坝上高原、沿
坝山地丘陵、坝下丘陵3个中药材产业
带，全市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 57万
亩，增速位于全省前列。

中药材 种植面积稳定在57万亩，增速位于全省前列

全市优质葡萄种植面积稳定
在 13.8万亩，总产量达到 18万
吨，种植规模及产量均位居全省
第一；持有生产许可证的葡萄酒
加工企业39家，加工能力20万
吨，产值全省第一；市级以上龙头
企业12家，中国长城葡萄酒有限
公司被认定为国家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连续多年产销量位居全
国第一……

近年来，该市依托资源优势，
突出区域特色，坚持市场导向，着
眼于加快结构调整、完善产业链
条、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以现
代园区、龙头企业为重点，推动产
品向高端化、精品化方向发展，产
业综合效益持续提升。

2022年，该市重点打造怀涿
盆地、宣化牛奶葡萄精品文化、阳
原精品鲜食葡萄3个产业示范带
（基地）。怀来葡萄、涿鹿葡萄被
认定为中国、省级特色农产品优
势区。培育打造“长城”“中法”等
名优葡萄酒品牌50多个，累计获
得700多项国内外知名葡萄酒奖
项等。

2022年，张家口市重点打造工
厂化生产、露地及棚室生产2个食
用菌产业示范带，全市食用菌栽培
面积发展到0.6万亩，较上一年面
积增加0.1万亩，产量增加1万吨。

据统计，目前全市从事食用
菌种植的专业合作组织9家，工
厂化生产的企业4家。重点打造
成以张北县为中心的集约化菌菇
和菌棒加工基地。其中，张北的
“野狐岭”商标被评为河北省著名
商标和河北省十佳食用菌知名品
牌，4个产品获得了国家绿色食品
A级产品认证。崇礼区万铮农业
生产的滑子菇、赤松茸产品出口
东南亚多个国家。

（李艳红 袁志川）

食用菌

张 家 口
市阳原县槽
村蔬菜大棚。

种植面积稳定在 13.8
万亩，规模产量均居全省
首位

栽培面积发展到0.6万亩，
产量增加1万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