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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圆润的番茄、鲜亮的辣椒、绿油油
的黄瓜……5月17日，走进京津冀蔬
菜科技测评示范中心的智能温室大
棚，犹如走进了一个“蔬菜竞技场”。
来自全国各地的蔬菜品种经过测评优
中选优，筛选出适合京津冀区域种植
的品种进行示范推广。

“我们每年测评国内外茄果类、瓜
菜类等新品种2000多个，在引领产业发
展、带动农户增收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京津冀蔬菜科技测评示范中心相
关负责人介绍，测评中心的职责就是以
品种为基础，在模拟京津冀区域的生长
环境中，测试测评每个品种的植株、果
实、抗性、营养等30多项性状指标，综合
评价筛选出适栽的新优品种示范推广，
探索推行良种良法配套的标准化生产
操作规程，为蔬菜产业转型升级的“最
初一公里”提供科技动力。

发展高品质蔬菜离不开科技支
撑。测评中心的示范棚内安装了智能
控制系统，可实时监测跟蔬菜生长相
关的土壤温度、土壤湿度、环境温度等
数据。负责提供技术服务的河北绿谷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实施部负责人崔超
介绍，示范棚内集成了20多项新设施
新技术，包括机械化、自动化、水肥一
体化、臭氧病虫害防控等，可以有效提
高农产品的产量和品质。

“我们为衡水市的8个区县提供
了技术服务，并且为当地100多个大
棚搭建了监控设备、环境监测设备、智
能控制设备，实现了农业生产、监管、
服务一体化支撑。”崔超说。

5月18日，在第六届京津冀蔬菜
产业发展大会暨招商对接活动的主会

场，十大类100个“河北蔬菜精品”正
式亮相，进一步提升了高品质蔬菜的
影响力和溢价能力。

肃宁县绿苑蔬菜专业合作社种植
的口感番茄入选了“河北蔬菜精品”，
吸引人们驻足尝鲜。“我们的番茄品质
好、产量高，一直供不应求。”该合作社
负责人王玉怀说，大会为他们搭建了
一个很好的展销平台，拓宽了产品的
销售渠道，让更多优质的蔬菜销售到
京津，端上了京津市民的餐桌。

王玉怀介绍，他们通过“合作社+
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以蔬菜育苗
为重点，示范推广了圆茄、番茄、韭菜
等200多个蔬菜新品种，实现了育、
繁、推一体化，年育苗能力达2亿株。

紧盯京津市场需求，壮大高品质
蔬菜产业。今年，河北加大生产指导，
强化产销对接，启动建设衡沧高品质
蔬菜产业示范区，带动全省蔬菜产业

提档升级。国家蔬菜改良中心河北分
中心落户衡水，国家蔬菜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分别在饶阳县、肃宁县建立工
作站，为衡沧高品质蔬菜产业示范区
创建提供了科技支撑。

好品质，赢得好市场。从省农业
农村厅获悉，目前，河北主要“菜篮子”
产品在北京市场占有率达到40%以上，
全省1100多个蔬菜产品通过绿色、有
机、地理标志认证，培育了33个省级以
上蔬菜区域公用品牌，固安原味番茄等
100个精品蔬菜溢价超过20%，市场竞
争力不断增强。 （郝东伟）

本报讯 孙一凡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新
征程上的重要任务。在天津市宝坻区，乡村振
兴之路上有着自己独特的味道——这里有西
刘举人庄村玫瑰的幽香、生姜的辛辣、芋头的
甘甜，也有葫芦窝村稻米的清香温润。

走进西刘举人庄村的食用玫瑰种植基地，
村民们在花海中穿行采摘，各种玫瑰花竞相绽
放，娇艳欲滴，微风过处送来浓浓花香。鲜花
饼，玫瑰精油、玫瑰纯露、玫瑰花茶……“合作
社种植的玫瑰花是药食同源的品种，不仅可以
观赏、食用，还广泛用于药材、香料加工。今年
销路特别好，平均日销量有100多单，通过订
单式和线上相结合的方式，我们将玫瑰花等产
品销往了全国。现在还有很多京冀地区的游
客自驾来基地采摘玫瑰。”广晟玫瑰种植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任克莲介绍说。

产业不能都搁一个篮筐里，壮大村集体经
济还有什么路子？西刘举人庄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王志广带领村“两委”去山东学习
后，回村选择种生姜。有了玫瑰种植的经验，
西刘举人庄村成立村集体公司，与山东一家农
业科技公司合作经营，种植生姜300亩。面对
农产品价格波动大的问题，西刘举人庄村所在
的大口屯镇积极帮忙协调，为生姜买保险。为
了提升产地冷藏保鲜能力，实现错峰、错时、错
季销售，最大限度地保护农民的利益，村里正
在争分夺秒地建设冷库。“生姜种植成本比较
高，我们还尝试种植了芋头，产业取长补短，多
点开花吧。”王志广介绍。

如今的西刘举人庄村，生姜、芋头产业从
无到有、玫瑰产业从有到优，2022年村集体经
营性收入达130万元，凭借香辣甜的特色产
业，推动传统农业向高效农业转变。

品尝完西刘举人庄村玫瑰的幽香后，下
一站来到林亭口镇葫芦窝村。葫芦窝村坐落
在林亭口镇东南部，村庄历史悠久，文化底蕴
深厚。

如今，作为天津市首批文化旅游创建村之
一，葫芦窝村积极推动创意设计与乡村旅游结
合，探索农村闲置农房盘活方式，集中连片打
造主题为“理想村”的高端主题民宿、艺术工作
室、乡野休闲区。“浓厚明代建筑元素的青砖灰
瓦，与周边村居有机融合，既保证了整体村落
的原有风貌，又有效打造更富价值、美观的社
区生活。”葫芦窝村驻村第一书记王林介绍说，
“公共空间景观的提升是乡村建设、乡村生活
打造的重要一步。我们利用村落资源，原有水
系肌理，进行水岸改造，引入皮划艇等多元化
水上业态，为乡村生活打造更舒适的生活环
境，有效连接了乡村与城市生活之间的断层。”
目前，该项目已建设完成了7栋民宿主体。

潮白河天津段全长近100公里，其中流经
宝坻的将近50公里，经过宝坻12个街镇。在
乡村振兴全面推进行动中，宝坻区充分挖掘潮
白河资源，在两岸规划建设了潮白河国家湿地
公园，以小辛码头、李宦庄为主的“渔生态小
镇”，以田园+科技为主的“康养航空文化小
镇”，以赵家湾村稻田为主的“水木三乡小镇”。

近年来，宝坻区扎实推进乡村振兴示范村
创建工作。本着沿潮白河、青龙湾河两岸“组
团发展”、有良好带动示范作用，同时能为乡村
旅游创造良好条件的思路，从已实现道路硬
化、村庄美化、亮化等基础设施条件良好的村
中，择优选定18个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村，通
过组团形式整合各示范村区位、人文、生态、产
业等资源，积极吸引绿色、生态、创新型外部投
资，参与示范创建村项目建设。同时，围绕健
康小屋、宅基地盘活、特色产业发展等方面挖
掘各村亮点成效，探索总结“新点子”和“宽路
子”，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乡村振兴示范典型
做法经验。

天津市宝坻区探索
“舌尖上”的乡村振兴路

日前，第六届京津冀蔬菜产业发展大会暨招商对接活动在衡水市落下帷幕。通过供需双方洽谈，达成蔬菜采购意向
51.3万吨，涉及食用菌、番茄、黄瓜、青椒等20多个品类，金额约12.9亿元。近年来，河北坚持种好“菜园子”，保障京津
“菜篮子”，着力推动蔬菜产业规模化、周年化、品质化发展，全省蔬菜产业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种好河北“菜园子”
保障京津“菜篮子”

近日，在衡水市饶阳县南北岩村
的设施蔬菜万亩棚区，一座座蔬菜大
棚整齐排列，村民们正在抢抓农时，管
护大棚内的果蔬。

“早晨从我们这儿摘的蔬菜，中午
就可以摆上北京市民的餐桌。每一批
产品，外包装上都有二维码，确保质量
可追溯。”南北岩村村民宋子亭拿起一
盒番茄，用手机一扫二维码，产品基
地、销售记录、施肥记录、用药记录等
信息，全部显示出来。

宋子亭告诉记者，这次“蔬菜大
会”聚集了环京津地区的优质农产品，
他们也精心挑选了一批村里种植的甜
瓜和番茄参加展示，吸引了众多客商
驻足品尝。如今，南北岩村已是远近
闻名的温室大棚蔬菜瓜果专业村，全
村拥有高标准温室大棚3700多个。

“菜篮子”产品与百姓生活息息相
关。今年的省委一号文件提出，“培育
发展预制菜产业，提升净菜、中央厨房
等产业标准化和规范化水平”。本次

大会通过全产业链观摩、多方位展示
展销，叫响“河北净菜”品牌，推动“河
北净菜”进京入津。

康瑞农业净菜加工基地是本次大
会的观摩点之一，也是饶阳县推进设
施果蔬“从一棵种苗到一桌好菜”全链
式发展的重要延链项目。这里将构建
集鲜食果蔬、休闲果蔬食品加工和线
上线下产供销一体化基地。

“打造优质的净菜加工品牌是我
们未来发展的一个主攻方向。”饶阳县
康瑞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曹健松
说，他们将利用2至3年时间，培树饶
阳特色果蔬品牌，占领果蔬供应链中
高端市场，打造京津冀优质果蔬供应
基地。

目前，饶阳县蔬菜种植面积43万
亩，其中设施蔬菜34万亩，实现了“人
均一亩菜、户均一个棚”，并且每年以2
万余亩的速度递增，形成了规模化、标
准化、产业化的生产格局，被誉为京津
冀的“菜篮子”和“后厨房”。

河北是农业大省，具有环绕京津
的独特区位优势。近年来，河北加强
与京津的战略合作，紧盯京津市场需
求，强化产销对接，越来越多的河北农
产品被端上京津市民的餐桌，成为京
津农产品市场的“抢手货”。

“河北深入推进京津冀农业协同
发展，联合北京共建115个环京周边
基地，成为京津最主要的蔬菜供应省
份。”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刘
宝岐表示，河北地理位置优越，拥有京
津冀1.1亿人口的庞大消费群体，高品
质蔬菜需求呈增长态势。

刘宝岐介绍，河北既是北方设施
蔬菜重点省，又是越夏蔬菜主要供应
地，全省设施蔬菜面积达362万亩，并保
持着年增10万亩的发展势头，冬季日供
鲜菜和冬储菜近10万吨，夏季日供近20
万吨，多种蔬菜可实现四季生产。净
菜、鲜切菜、预制菜发展迅猛，蔬菜加工
企业达2171家，其中鲜切菜企业72
家，成为供应京津市场的新生力量。

壮大高品质蔬菜产业 提升市场影响力和溢价能力

三地协同发展 推动“河北净菜”进京入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