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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本报讯 杨强强 为提升河北
省品牌农产品在京知名度、影响
力和竞争力，推动河北品牌农产
品开拓北京市场，近日，2023“品
味河北 冀启京彩”进京推介会暨
河北“菜篮子”品牌农产品“六
进”活动在北京成功举办。

本次活动由河北省农业农
村厅主办、北京市餐饮行业协
会承办，并得到了北京市商务
局、北京市农业农村局以及河
北省驻京办的大力支持。同
时，100位北京市知名餐饮企业
负责人和60位北京市农产品采
购商参加了本次活动，来自河
北的50多家优质品牌农产品企
业向北京市餐饮行业协会及北
京百余家知名餐饮企业进行了
产品推介。产品涵盖果蔬类、
干果干货类、粮油类、生鲜水产
类、肉禽蛋品类、酒水饮料类
等，北京餐饮行业代表与参展
企业代表深度交流，进行了现
场对接洽谈。

活动现场，为了让北京餐

饮行业代表和采购商更全面地
了解河北品牌农产品，河北品
牌农产品企业代表进行推介的
同时，由河北省乐寿鸭业有限
责任公司的鸭胚制作的北京烤
鸭、河北省张家口弘基农业科
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蓝莓土
豆泥、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
中冀利成肉类有限公司的羊肉
串等十道精品菜肴进行现场烹
饪、现场品鉴，与会代表通过视
觉和味觉双重感受到了河北品
牌农产品的品质和魅力。

推介会后，北京名轩楼餐
饮有限公司、北京合和红灯笼
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文兴
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等北京知
名餐饮企业与河北品牌农产品

企业达成了合作协议并进行现
场签约，签约金额达 3200万
元。河北省农业品牌建设中心
与北京云臻金陵莲花酒店、北
京餐饮协会就河北品牌“菜篮
子”农产品、净菜进京推介展
销等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河北晨风面业有限公司总
经理赵子懿表示，此行收获颇
丰。不仅和北京的餐饮企业直
接签订了订单，更是借助本次
活动，获得了面向北京广大消
费群体展示企业产品的机会。
安平县老家食品有限公司总经
理郑培培表示，本次活动让企
业更多e地了解北京餐饮市场
未来的发展方向，有利于企业
在产品研发上找准客户定位。

同时，能够与大餐饮品牌面对
面交流，降低了企业开发市场
的难度。

河北省农业农村厅二级巡
视员郑红维介绍，近年来，河北
省大力推动高质量农业发展，建
设绿色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
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全省主要
农产品产量均居全国前列，其
中，乳制品产量居全国首位，蔬
菜总产居全国第2位，水果、禽
蛋、奶类均居第3位，肉类居第5
位；产品安全放心，蔬菜、畜产
品、水产品产地检测合格率均在
99%以上，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并且，打造了“君乐宝”“五得
利”“今麦郎”“养元”等全国行业
领军企业品牌，培育了一大批

“赵县雪梨”“迁西板栗”等世界
知名的区域公用品牌，能够有
效满足广大消费者日益多元
化、优质化的消费需求。

不仅如此，河北省区位优
势明显，内环京津、东临渤海，
河北的牛肉、羊肉、蔬菜等优质
“菜篮子”产品在北京市场占有
率很高。而北京的农产品消费
市场成熟稳定，对优质品牌高
端农产品的需求量大，是河北
省的重点服务对象。

郑红维表示，“一方水土养
一方人”，京冀地缘相接、人缘
相亲，农业互补性强，市场匹配
度高，此次活动的举办正是河
北省农业农村厅与北京市商务
局、农业农村局、餐饮协会等深
化合作的一个良好延伸，也是
多部门共同协作助力农产品
“消费扶贫”重要举措，在进一
步深化两地农业领域交流合作
的同时，也将为北京餐饮市场
和居民提供更优质安全的产品
和全方位周到的服务。

本报讯 马明 据天津海关统
计，今年前两个月，天津市出口
农产品16亿元，同比增长70.8%。

日前，在天津海关所辖蓟州
海关的监管下，天津三鹰农副产
品加工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批宝
坻天鹰椒碎片在天津口岸登船
出海。“作为‘宝坻三辣’之一的
天鹰椒，色泽鲜艳、抗逆性好、辣
度极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
肪、维生素C等营养元素，是宝

坻区的特色出口农产品。”该公
司总经理马步云说，“海关在检
验检疫、便捷通关方面的高效服
务，帮助企业在海外市场赢得了
先机。今年前两个月我们的出
口额同比增长34%，预计全年出
口额能增长10%以上。”

据了解，天津海关聚焦乡村
振兴战略，致力推动乡村产业高
质量发展，建立“主动上门+一企
一策+问题台账+跟踪清零”工作

机制，为企业提供监管前移、随
产随检、快验快放和“抵港直装”
等便利化措施指导。设立鲜活
易腐农产品属地查检绿色通道，
采取优先查检和“5+2”预约查检
模式，确保货到即查、即查即放；
助力企业加强种植养殖基地质
量管理体系建设，定期对生产企
业实施质量监控和疫病监测，强
化企业自检自控能力，确保出口
农产品源头达标。

河北推进春耕生产全程管护

天津市农产品出口同比增长超七成

本报讯 宋美倩 近日，随着
气温持续回升，河北省产粮大
市邯郸的小麦春管作业拉开了
帷幕。在曲周县的大片农田
中，一架架植保无人机盘旋在
田间上空，开展墒情监测及农
业肥料喷施作业；在肥乡区，近
百名农技人员和农村科技带头
人行走在田间地头，为种植户
现场传授小麦防病知识和春管
技能；在大名县的万亩高产农
业示范方中，农机管理站的技
术人员帮助农户调试地埋式自
动伸缩喷灌设备，为春灌做好
充分准备。

河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刘
宝岐表示：“当前的任务是坚定
不移地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
把确保口粮增产作为硬任务，全
面实施小麦跨千斤单产提升行
动，全程精准精细科学管理，力
争今年粮食稳定增产。”

刘宝岐介绍，河北是粮食生
产大省，总产量已连续10年保
持在700亿斤以上，特别是去年
克服多重不利因素影响，实现了
粮食种植面积、单产、总产“三增
加”，用占全国5.4%的种植面积

贡献了10.9%的产量增量。为了
确保今年的粮食生产，该省通过
超前谋划部署，强化责任落实，
狠抓冬小麦生产，完成播种面积
达3354万亩，较上年增加3.3万
亩。当前一二类苗占90.2%，好
于上年、接近常年，但小麦叶片
普遍受冻、部分地块墒情较差。

河北在全省实施小麦跨千
斤单产提升行动，力求通过建立
领导包联、技术服务“两大体
系”，完善会商研判、每周调度、
部门协作“三项制度”，实施政
策、预案、服务、物资“四项保障”
等综合措施，完成攻坚行动。在
建立两大体系方面，省里成立了
14个分市包联督导组，下沉一线
全程督导调度。同时还将省级
小麦产业体系专家和农技推广、
植保植检、种子管理的技术骨
干，以及137个县级粮食科技服
务团、1766个乡镇科技服务站、
4.5万名村级科技专员，全部纳入
技术服务体系开展培训，打通小
麦技术服务“最后一公里”。

在完善“三项制度”方面，河
北省农业农村厅定期组织专家
分区域、分土质、分墒情、分品

种、分作业质量进行持续跟踪，
会商研判，适时提出指导意见。
在进入春管期后，每周调度小麦
苗情、病情、虫情，及时进行天气
预测、预警作业，科学指导后续
管理，推进科学防灾抗灾。

在强化“四项保障”方面，河
北省统筹用好中央和省级粮油
绿色高质高效、农业生产救灾、
产粮大县奖励等资金，重点开展
小麦技术集成推广和“一喷三
防”作业补贴。针对当前小麦冻
害、干旱，以及后期易发的“倒春
寒”“干热风”等气象灾害，分区
域、分时段、分灾种制定防范应
对方案或预案，做好政策、资金、
技术储备。充分发挥省、市、县
农资保供专班作用，及时提供
农资供需信息，加大产销对接
力度，确保农民用上“放心肥、
放心药”。

截至目前，河北已经有1万
多名各级干部、近5万名农业科
技人员奋战在生产一线，共准备
农资335万吨，安排各类农机具
120万台套，粮食生产补贴资金
81.86亿元，春耕生产有序推进，
为确保夏粮丰收奠定了基础。

“品味河北 冀启京彩”
河北品牌农产品进京对接推介活动成功举办

本报讯 翟兰菊 孟宪峰
为贯彻落实全国春季田间管
理暨春耕备耕工作视频会议
精神，农业农村部启动“奋战
120天夺取夏季粮油丰收行
动”。近日，农业农村部科技
小分队、中国农科院油菜产
业专家服务团多位科学家来
河北调研油菜产业发展，为
河北油菜产业发展壮大、深
挖油菜产业潜能出谋划策。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旱作农
业研究所油菜创新团队、国
家油菜产业技术体系衡水
综合试验站团队人员陪同
调研。

冬油菜抗旱、抗寒性强，
具有菜用、肥用、花用、蜜用、
油用等多种功能，在冬春季
旱作节水农业与乡村振兴战
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河北
省农林科学院旱作农业研究
所、国家油菜产业技术体系
衡水综合试验站选育出的
“衡油8号”“衡油6号”冬油
菜品种，抗旱抗寒，雨养种植
能够安全越冬，填补了河北
省没有油菜品种的空白。“衡
油8号”还被列入河北省农
业主导油菜品种。随着品
种、配套节水栽培技术的熟
化，河北冬油菜种植面积逐
年扩大。

此次到河北调研指导的
油菜产业专家主要来自中国
农科院油料作物研究所、华
中农业大学、安徽省农科院、
浙江省农科院、甘肃农业大
学、农业农村部南京机械化
研究所、西藏农科院等科研
院所和高校。他们先后到旱
作所油菜试验田、安平县杨
屯村示范区及7D菜籽油加

工流水线、深州市护驾迟镇
起凤庄村、沙河市金沙河红
薯岭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
区，就冬油菜科研、示范、生
产、加工等进行调研指导。

在深州市护驾迟镇起凤
庄村的油菜种植示范基地，
油菜田已经返青现蕾。“河
北省已经具有抗旱、抗寒、
抗病的冬油菜品种，适宜9
月中下旬种植，第二年5月
下旬收获，成熟期早，可为
夏播作物腾出充足的夏播
茬口与更多的生长积温，特
别适合在河北区域推广。”
在现场，河北省农林科学院
旱作农业研究所研究员李
爱国一边向大家展示油菜
的根系一边说。

目前，护驾迟镇也在大
力推广油菜种植。“护驾迟镇
承担了旱作雨养项目面积
2.4万亩，减种冬小麦后，冬
春季地面裸露容易造成土壤
风蚀沙化、扬尘污染环境，种
植冬油菜可覆盖地面，减轻
土壤风蚀和表层水分的流
失。收获的油菜籽还可榨
油，籽粒出售，可增加种植户
效益。”护驾迟镇党委书记时
子德表示，接下来，该镇计划
在旱作雨养区推广2万余亩
油菜种植。

此次调研，农业农村部
科技小分队、中国农科院油
菜产业专家服务团的科学家
们对河北省冬油菜产业发展
给予了充分认可。同时，他
们也从提高农民种植积极
性、推广标准化产业生产、丰
富油菜观赏价值等方面，对
河北油菜产业发展进行了建
议与指导。

农业农村部科技小分队
调研指导河北油菜产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