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黄建高 从本月起，津郊各
涉农区的春耕备耕已陆续展开，预计5
月进入高潮。目前，天津市化肥、种子、
农药、农膜等各类农资已储备就绪，可
满足当前需要。从天津市农业农村委
获悉，“十四五”期间，天津市将进一步
优化蔬菜生产布局，蔬菜播种面积稳定
在80万亩，重点发展设施农业，提升应
急供应能力，力争津产蔬菜综合自给率
达到100%。

“十三五”期间，天津市累计建设以
蔬菜生产为主的规模化、规范化设施示
范园区103个，创建7个农业农村部蔬菜
标准园。划定40万亩基本保障型蔬菜生
产功能区，每年蔬菜上市品种达十几大
类、150余个品种。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进
一步提升，农作物生产逐步向设施化、精
细化方向发展，有效保障了市民“菜篮
子”丰盈安全。

今后，天津市将进一步在设施农业
上发力，逐步形成“一环两翼三区”的设

施农业产业发展新格局。
“一环”即环城四区高档设施农业

产业带，依托区位优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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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发展特色设施蔬菜、草莓、水果、口感
番茄以及花卉等高档精品农产品，探索
发展“植物工厂”、市民“小菜园”等新
兴模式，同步规划建设中央厨房等产后
加工设施。

“两翼”即“东翼”宁河区、滨海新区、
东丽区设施果蔬产业带和“西翼”武清
区、西青区、静海区传统优势设施蔬菜产
业带，利用浅层地下水及优质地表水资
源发展一批功能多样的设施园区。“东
翼”重点发展设施葡萄、草莓、花卉、蔬
菜，设施育苗育秧等；“西翼”重点发展早
春和秋延后设施蔬菜，兼顾设施西甜瓜、
青萝卜等特色品种种植。

“三区”即蓟州特色设施作物聚集
区、宝坻外向型设施作物聚集区和武清

京津保供设施作物聚集区。通过政策引
导和技术指导，在“三区”内的非超采区
域承接原中南部地区高耗水种植品种转
移，形成与水资源承载能力相适应的集
约化、规模化、规范化产业发展主要功能
区。其中，蓟州特色设施作物聚集区重
点发展设施食用菌、果菜类和蓝莓、草莓
等；宝坻外向型设施作物聚集区重点发
展设施口感蔬菜、水果和韭菜等绿叶菜，
以及设施育苗育秧；武清京津保供设施
作物聚集区重点发展设施叶菜、茄果、萝
卜、葡萄、设施育苗等。

“十四五”期间，天津市农产品质量
安全将进一步得到提升，种植业农产品
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稳定在98%以
上，农药化肥实现减量增效，利用率均达
到43%，完善农业地方标准体系，主要农
产品生产做到有标可依。培育以种植业
为主的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地理标志
农产品，认证数量达到220个，农产品质
量安全水平明显提高。

天津建好“菜园子”丰盈“菜篮子”

本报讯 郝东伟 近日，河北省乡村
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头雁”项目粮食
及畜牧生产专题培训班开班仪式在中
国农业大学举办。农业农村部、省农业
农村厅、中国农业大学等单位相关人员
及200名“头雁”学员参加开班仪式。

本次参与开班仪式的200名“头
雁”学员是从全省140个农业县中，通
过县级初选、市级推荐、省厅确认、农业
农村部备案产生的优秀农民代表，是乡
村产业基础好、政治素质高、责任心强、
带动力强的种养大户。

河北省“头雁”学员培育采取累计
一个月集中授课、一学期线上学习、一
系列考察互访、一名导师帮扶指导的
“四个一”模式，综合运用集中授课和分
散实训、线上学习与线下面授、现场体
验与交流互访、案例分析与创业孵化等
培育方法，对“头雁”开展为期1年的定
制化、体验式、孵化型培育。集中培训

后，在培育机构配备创业导师的基础
上，依托省级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创
新团队、市县农技推广服务队伍，统筹
各方力量，对“头雁”进行“一对一”结对
“双指导教师”跟踪服务。中国农业大
学根据河北省项目实施方案要求，积极
探索构建“头雁”学习支持服务系统和
平台，帮助解决学员实际生产经营过程
中遇到的问题，积极引导“头雁”联农带
农、兴农富农 ，打造中农“头雁”品牌。

自2022年起，河北力争用5年时
间，培育一支5000人左右规模的乡村
产业振兴带头人“头雁”队伍，带动全
省25万新型经营主体形成“雁阵”，夯
实乡村振兴人才基础，营造“头雁先
飞、群雁齐追，头雁领航、雁阵齐飞”的
效应。2022至2023年度，河北遴选浙
江大学、中国农业大学、河北农业大学
3家优质高等院校作为“头雁”培育机
构，对家庭农场和合作社负责人、农业

园区负责人、农业龙头企业负责人等7
类主体700人进行培育，着力打造引领
力、支撑力、带动力强的乡村产业振兴
骨干力量。

此外，河北省农业农村厅将持续
深入推进“头雁”项目的实施，充分吸
纳“头雁”参与到国家现代农业产业
园、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农业产业强镇
等重大项目和重点工作中。支持“头
雁”组建农民合作社联合社、行业协会
等，整合优势资源，延长产业链条，共
同创建品牌，在更大范围发挥示范带
动作用。鼓励“头雁”为小农户提供生
产托管、技术指导、防灾减灾、融资增
信等服务，提升农户生产经营能力和
抵抗风险水平，把小农户引入现代农
业发展轨道。同时，还将拓展服务内
容，在土地流转、生产扶持、金融信贷、
农业保险、社会保障等方面为“头雁”
提供更多支持和帮助。

河北粮食及畜牧生产专题培训班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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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本报讯 陈汝宁 又到一年春耕时，
不误农时不负春。天气逐渐回暖，当下
正是我国春耕备耕的关键时期，春耕农
资进口也持续升温，天津海关保障春耕
物资需求的工作正有序推进。

春节后开工第一周，天津新港海关
综合业务现场就接到了天津港保税区
骏腾物流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的种子
进口申请。业务现场人员由专人对接
企业，快速办理出证手续，一周内已签
发了50余份《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

“近期我们公司进口的多批种子到
港，种子的存放要求高，各种货物量大，
着急快速提货，所以我们本来有点担
心。没想到海关的工作效率这么高，这
么快就出具了证书，让我们的担心变成
了安心。”天津骏腾报关有限公司业务
操作部经理周茂锦说。

除了种苗化肥之类的农资，每年年
初春耕节点，还会有大量农机设备在天
津口岸集中到港申报。日前，天津新港
海关通过“绿色通道”快速放行了2台
进口联合收割机，设备迅速运输到企业
投入农业生产保春耕。

“这批联合收割机重量大、通关时
间紧，又遇上春节，我们非常担心农机
不能及时赶上春耕。”联合收割机的进
口商——驰川供应链管理(上海)有限公
司负责人蔡乌益说。“我们咨询了天津
新港海关综合业务后，海关详细讲解了
春耕物资通关政策，随时线上指导办理
业务，为我们进口农耕物资开通‘绿色
通道’，帮助我们大幅缩短了联合收割
机在港停留时间。”

据了解，近期天津口岸进口种子主
要包括甜菜种子、多年生黑麦草种子等
品种。针对种苗进口，天津海关积极做
好进境种苗附条件提离存放场所的考
核工作，对于通过考核的存放场所及进
口企业，做好进境种苗附条件提离工
作，在有效确保生物安全的前提下，加
快口岸验放速度，支持植物种子、种苗
及其他繁殖材料引进。

针对申报进口的农牧业机械、进口
农机零配件等春耕物资，天津海关通过
关企联络群、电话沟通等形式，提前掌
握农机进口设备型号、数量，以及船舶
到港情况，提高靠泊接卸效率。优化现
场查验流程，根据运输包装形式、设备
大小规格分类制定到货后动态检验方
案，确保现场即到即检，即检即放。同
时严格监管产品质量，严格审核装运前
检验结果证书及报告，保障农机设备安
全使用。

此外，天津海关通过通关窗口、线
上宣讲会等渠道大力推广提前申报，通
过“线上+线下”立体服务网络随时与企
业沟通，快速解答企业通关咨询，向企
业推送船舶到港信息以及恶劣天气、车
辆管控等情况预警，提醒企业做好应急
通关安排，将接单、查验、放行、出证等
环节工作密切衔接，保障企业亟需物资
尽快投入春耕生产。今年以来，天津海
关已快速验放进口农牧业机械64台，
货值6411.72万元；监管进口种子超2.5
万吨。

天津海关全力做好
农业物资进口通关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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