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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本报讯 近日，河北省农业农村
厅在邢台市国营大曹庄农场召开推
进全省农垦系统粮食生产高产示范
观摩培训会。笔者从会上获悉，
2022年，河北农垦系统主要粮食作
物种植面积约为114万亩，粮食总
产 量 为 13.458亿 斤 ，单 产 达 到
590.26公斤，比全省平均单产399.87
公斤高47.6%。

河北省积极贯彻落实《农业农
村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粮油等
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方案
（2023—2030年）>的通知》和《河北
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加强农垦
系统粮食生产高产示范工作实施方
案>的通知》要求，充分发挥农垦在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稳
定安全供给中的国家队作用，引领
主要粮食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充
分利用土地成方连片、良种覆盖率
高、机械化程度高、组织化程度高的
优势基础，今年要在去年的基础上
争取实现3.7%的增长，粮食产量达
到69.81万吨。

今年，河北提出四个方面的重
点工作任务，推动农垦系统粮食产
能提升，确保夏粮收获首战告捷，全
年粮食丰产丰收。

一是加强耕地质量支撑。大力
提升耕地质量，打牢稳产高产的基
础，要加大投入力度，提高建设质
量，着力加强高标准农田等基础设
施建设，分区开展土壤改良、地力培
肥和治理修复，持续推进中低产田
改造。

二是加强良种支撑。加快现代
种业创新，开展粮食作物良种科研
攻关，加快优质高产多抗广适新品
种选育推广，积极推动粮食作物育
繁推一体化，支持育制种基地和区
域性良种繁育基地建设。

三是加强技术体系支撑。积极
组织基层农技推广，创新技术服务
方式，加快高产高质高效技术推广，
不断提高技术到位率和覆盖率。开
展高素质农民培训，全面梳理单产
提升面临的问题，开展巡回指导，帮
助农业经营主体解决粮食生产中存
在的问题。要顺应农时，加强田间
管理。在扩大粮食播种面积、促进
苗情转化升级、粮食作物重大病虫
害防控和防灾减灾等方面，充分发
挥田间管理的巨大作用，确保粮食
作物稳产高产。

四是加强农机化支撑。针对农
业生产机械化关键环节，推广使用大
中型、多功能、高性能、智慧化、节能
环保型和复式联合作业机械。加快
保护性耕作机械、收获减损机械、智
慧农机、全程作业质量监控技术引进
开发。利用信息化技术，加强农机使
用调配，建立和完善农机服务体系。

当天上午，活动组织观摩了国营
大曹庄农场国家级农作物品种试验
站、大型喷灌群、河北婴泊种业科技
有限公司种子加工车间。下午，进行
培训粮食生产高产培训，五个农场做
了典型交流发言，会议还特邀中国农
业大学教授、教育部工程中心常务副
主任严海军教授和河北省玉米首席
专家崔彦宏教授进行专业培训。

（据《河北日报》）

河北提出四项工作推动
农垦系统粮食产能提升截至4月底河北农业项目

招商引资764.5亿元
本报讯 郝东伟 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

获悉，今年1至4月，全省农业生产稳步推
进，冬小麦长势良好，“菜篮子”产品供应
充足，重点项目建设进展顺利，农业农村
经济实现良好开局。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夺取
夏粮丰收就可以牢牢把握全年粮食生产
的主动权。今年以来，省委、省政府高度
重视粮食生产，压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
抓好春季农业生产，坚决完成好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的重大政治任务。

2022年秋季，河北抓住有利时机，千
方百计稳定冬小麦生产，完成冬小麦播种
面积3354.1万亩，较上年增加3.3万亩。
受去年12月至今年2月多次寒潮影响，全
省冬小麦苗情复杂类型多样，春季管理难
度大。

这个春天，广大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
头，仔细查看苗情、墒情、病虫草情，面对
面、手把手向农民传授小麦田间管理技
术，有力促进了小麦苗情转化升级。

在元氏县南因镇董堡村，300亩小麦
长势良好。在地头忙碌的种粮大户师素
敏说，只要精准抓好田间管理，预计收成
不会低于去年。

“这块地去年遭遇低温发生了冻害，
一开始麦苗长势差，几乎全是三类苗。”师
素敏告诉记者，就在她发愁的时候，元氏
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耿丽艳来到
董堡村，走进田间地头“问诊把脉”，现场
讲解弱苗转壮的措施。

今年4月以来，河北持续开展“小麦全
程精细精准科学管理”和“奋战90天夺夏
粮丰收”两大行动，开展“肥水管理”“一喷
三防”等田间日活动，环环紧扣抓好生产管
理，冻害麦田苗情转化超出预期。据农业
技术人员初步田间调查，目前全省冬小麦
群体充足、穗部发育良好。构成小麦产量
的“三因素”中，亩穗数基本定型，与常年相
当，后期如果不发生较大自然灾害，穗粒
数、千粒重有望与常年持平或略增。

眼下正是春播的关键时节，河北坚
持把落实粮食播种面积作为春播工作
的重中之重，及时调度农户粮食种植
意向，提前做好农资储备和农机检修调
运。截至5月7日，全省春播粮油作物
1045.7万亩，占意向播种面积的34.3%。

“把夏粮丰收的基础转化为丰收的果
实，还要过病虫害、干热风、倒伏、烂场雨
等多个关口。”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
表示，下一步，他们将坚持防汛抗旱两手
准备，会同气象、水利部门加强灾害性天
气预警，搞好抗灾救灾指导服务，推进小
麦“一喷三防”全覆盖，努力实现“龙口夺
粮”“虫口夺粮”。

在全力夯实夏粮丰收基础的同时，河
北多措并举，努力让“菜篮子”更加丰盈。

打包、过磅、装箱……连日来，沧州市
沧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内一派繁忙景象，
工人们麻利地将一箱箱装好的蔬菜、
水果摆放整齐，准备运往市场。

“我们根据市场需求，丰富蔬菜
产品种类，确保‘菜篮子’供应充
足。”沧州市沧供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总经理刘艳军介绍，公司
供应黄瓜、西红柿、大白菜等
新鲜蔬菜，从保障农产品洁
净安全为出发点，打造“从
田间到餐桌”的全链条可
追溯平台。

小小“菜篮子”，
装着大民生。河北
加大生产指导，强
化产销对接，启
动建设衡水、沧
州高品质蔬菜
产业示范区，
带 动 全 省
蔬菜产业
提 档 升
级。今

年一季度，全省蔬菜播种面积171.7万
亩，产量444.3万吨。

肉蛋奶是畜牧业生产的主要产品，也
是百姓“菜篮子”供应的重点。

近日，位于晋州市的石家庄双鸽圣蕴
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们分工协
作，在屠宰生产线上紧张有序地忙碌着。
“我们现在日均宰杀生猪1600头左右，生
产的肉制品主要销往石家庄、衡水、邯郸、
邢台等地，可满足广大市民的消费需求。”
该公司鲜冻品事业部总经理姬香成说。

河北加快奶业振兴，稳定生猪生产，
加强273家生猪产能调控基地建设，提高
肉蛋奶生产保障能力。今年一季度，全省
畜牧业生产稳中向好，猪肉产量77.9万
吨，同比增长4.2%。生猪存栏1834.0万
头，同比增长3.3%。牛奶产量134.4万
吨，同比增长8.9%。

今年以来，河北千方百计上项目
抓投资强产业。聚焦粮油、蔬菜、果
品、中药材、奶业、畜禽养殖六大农
业主导产业和15个优势特色产
业集群，实施奶业、中央厨房、
蔬菜、中药材、精品肉类五大
千亿级产业工程。持续开
展“农业投资项目提升年”
活动，加大农业基础设施
类项目建设力度。截
至4月底，全省农业招
商签约项目223个，
签约引资额764.5
亿元，完成年度
目标的42.5%。

本报讯 曹晶瑞 王颖 近日，“2023京
津冀鲜食番茄&黄瓜擂台赛”在北京通州
种业园区举办。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
正高级农艺师雷喜红表示，今年共征集到
参赛鲜食番茄、黄瓜品种100余个，覆盖京
津冀以及山东、宁夏、内蒙古等地。“发展鲜
食蔬菜已成为设施蔬菜转型升级的重要方
向，目前，北京的黄瓜、西红柿、彩椒等鲜食
蔬菜种植面积已经达到4000亩，未来技术
攻关后，有望实现全年供应市场。”

活动当日，通州种业园区里，100余个
品种的鲜食西红柿、黄瓜摆放在参赛区。
和过去的四届擂台赛相比，今年参赛的西
红柿、黄瓜产地由京津冀地区扩大到山
东、宁夏、内蒙古等地区。雷喜红介绍，本

次擂台赛以好口感番茄及黄瓜评比、技术
交流、新品种展示等形式，向市民推介优
质鲜食番茄、黄瓜生产园区，搭建京津冀
蔬菜生产、销售交流平台，推动高品质蔬
菜产业发展。“本届评价环节有新变化，更
侧重口感风味，以糖度和糖酸比综合指标
替代以糖度为单一指标的评价方式，测评
结果更加科学。同时，本届擂台赛重点推
选国产品种，遴选抗病毒、风味佳的国产
好品种进行推广。”

“京津冀鲜食番茄擂台赛已经连续举
办五届，黄瓜擂台赛举办三届，逐步成为
行业的品牌赛事。五年间，北京设施鲜食
蔬菜种植面积由300亩发展到4000亩，已
成为全市主推的高效模式之一，呈现产业

化发展。”雷喜红介绍，受北京夏季气温影
响，目前鲜食蔬菜尚未实现全年供应市
场，存在七八两个月的空档期，不过目前
正在进行相关技术突破，未来市民有望全
年都能品尝到京牌鲜食蔬菜。

擂台赛期间，还举办了北京市设施蔬
菜创新团队成果路演。将近几年形成的
“京番309”番茄、“胜寒74”辣椒、“中农翠
玉3号”黄瓜等15个蔬菜新品种，以及“连
栋温室工厂化番茄栽培”等16项新技术、
“芽苗菜生产”装置和“半成品蔬菜”等4
种新产品进行展示。中国农业大学许文
涛教授等三位岗位科学家围绕育种、食物
营养、农产品加工等内容，与市民开展了
科普互动。

京津冀百余种番茄黄瓜现场“打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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