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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本报讯 黄建高 近日，从天津市农
业农村委获悉，本市154.5万亩冬小麦
已处于灌浆期，长势良好，有望再获丰
收。目前，市农业农村委正组织开展
“奋战100天夺取夏粮丰收行动”，紧盯
关键农时因苗施策，实行分类管理，推
进促弱转壮、防病治虫、防灾减灾等稳
产增产措施。

去冬以来，本市持续无有效降水，
冬季先后三次出现强降温过程，寒旱
叠加，个体发育较弱，小麦抗寒能力降
低，部分地块未浇灌越冬水，没有及时
镇压或镇压力度不够，造成部分地块
麦苗枯黄越冬。初春又发生阶段性低
温，小麦返青期稍延迟，麦苗偏弱，部
分地块存在缺苗断垄情况。针对这些
情况，市农业农村委组织农科专家下
到田间地头进行指导，以保苗促蘖为
重点，趁墒适时追肥，促苗早发促分
蘖，构建合理群体。

拔节期是争取粒数的重要时期。
拔节期后，市农业主管部门积极采取
田管措施，肥水齐攻，以提高分蘖成穗
率、减少小花退化为重点，努力转化苗
情，争取适宜穗数。拔节期间一二类
苗占比持续增加，拔节后期一类麦田
面积占30.8%，比返青期增加2%，二类
麦田面积占46.6%，比返青期增加4%，
三类麦田面积占22.6%，比返青期减少
6%，为产量增加奠定了基础。

在抽穗期后，本市光温匹配较好，
4月三次有效降水，再加上麦区普遍灌
溉1~2次水，抽穗期亩穗数普遍达到40
万以上/亩，苗情好于去年接近常年。

天津154.5万亩
冬小麦长势良好

本报讯 周思杨 日前，在天津市农
业农村委员会、天津市王稳庄镇政府
等单位及多家校园餐供应商的相关人
员共同见证下，“小站稻振兴2023插秧
庆典”成功举办，为到场嘉宾及线上观
众展示了现代农业科技如何守护“舌
尖上的安全”。

校园餐的食品安全事关孩子们的
健康，活动中，中粮利金天津米业与中
化现代农业天津中心联合天津市农科
院共同打造的大米产品，可通过追溯
二维码，随时向消费者展示一粒种子
从田间到餐桌的全流程信息，让大家
吃得安心、放心。

此次活动以“健康校园餐、安全溯
源米”为主题，旨在打通小站稻育种、
种植、加工等各环节，推动“小站稻振
兴”工作。据悉，天津市农科院作物研
究所与中化现代农业天津中心和中粮
利金(天津)粮油股份有限公司静海分
公司通过多年田间试验与产品测试，
选定天津市农科院育成的优质水稻品
种，通过科学种植方案，结合相关技术
监测，对农田实施全程数字化管理，实
现对大米原产地原粮品质管控需求。
在加工端，中粮利金(天津)粮油股份有
限公司静海分公司利用先进的仓储、
生产工艺以及严苛的质量检验标准，
全方位保障产品品质。通过产业链上
下游深耕细作，共同打造优质小站稻
产品。

“ 小 站 稻 振 兴 2023
插秧庆典”在天津举办

河北200万台农业机械备战“三夏”
本报讯 郝东伟 小麦收获日益临

近。近日，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获悉，今
年“三夏”期间，全省将组织和调度小麦
联合收割机、拖拉机、玉米播种机、秸秆
还田机等200万台农业机械投入作业。
其中，小麦联合收割机10万余台、玉米播
种机20余万台。

“全省各级农业农村部门成立‘三夏
’农机生产专班，逐级制定工作方案、应
急预案，主动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
确保小麦颗粒归仓。”省农业农村厅相关
负责人介绍，他们与多部门对接，联合下
发《“三夏”生产工作通知》，其中农业农
村部门负责完善指挥调度体系，建立机
具保障和应急托管服务清单，分地块落

实机具机手，实行24小时应急值守。交
通运输部门在高速路口等关键卡点开设
农机转运绿色通道，针对超宽、超重运输
车辆提前办理通行证。气象部门每天开
展预报预警服务。

为确保跨区作业平稳有序，河北设
立570个“农机手驿站”开展贴心服务，充
分利用“直通车”等平台对机具供需、作
业价格等开展信息服务。同时，对有困
难的家庭，以及“小、散、偏”地块需求，随
时做好作业支援准备。

此外，河北充分发挥10个国家级和
22个省级农机“土专家”作用，开展巡回
技术指导。发挥智慧农机作用，开展机
收辅助驾驶等智能作业，提高机收质

量。在小麦生产大县，开展机收减损技
能竞赛、机收损失监测调查和对比试
验，力争机收损失率保持在 1.05%以
内。积极推广小麦联合收获、玉米施肥
播种等复式作业机具，提升作业效率。
大力推广精量播种、播深一致、播后镇
压技术，打造10个高标准机械化作业千
亩方，示范带动玉米高质量播种50万亩
以上。

根据最新农情调查，目前全省3377.1
万亩小麦长势喜人，丰收在望。全省小
麦机收作业在6月7日左右开始，预计6
月23日前完成机收任务，力争小麦机收
率保持在99.5%以上，玉米机播率保持在
95%以上。

本报讯 杨威 今年以来，河北省沧州
市肃宁县以“123”发展思路为切入点、整
合资源为关键点、培树优势为增长点，加
快推动蔬菜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全力打造
肃宁县高品质蔬菜产业示范区。

肃宁县明确蔬菜产业发展“123”工
作思路。依托自身优势，打造“一个中
心”，即依托肃宁县当前的产业基础和交
通区位优势，谋划建设蔬菜批发市场及
物流项目，打造农产品现代化交易中
心。目前县政府已与杭州一鸿公司签订
了总投资10.6亿元、占地120余亩的一鸿
农产品交易博览中心项目投资协议。突
出协同创新，打造“两个平台”，即持续壮
大商业化育种、育苗平台。依托河北正
弘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建设良种繁育平
台，扩建种子加工仓储面积2000平方米，
种子加工能力达1万吨以上，年产值3亿
元。依托绿苑种苗基地建设蔬菜种苗繁
育平台，新建及改扩建蔬菜种苗繁育土
地300亩，集约化育苗能力达5亿株，年
产值达2.5亿元。强化重点突破，打造
“三个基地”，即重点打造口感番茄推广
基地、高品质韭菜生产加工基地及圆茄

规模种植基地，着力解决现阶段产业发
展瓶颈问题。目前圆茄种植已成为京南
最大的圆茄生产基地，“肃宁圆茄”成功
申报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肃宁县全面整合含金量高、针对性强
的各类资源。成立由县委书记、县长任双
组长的肃宁县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领导
小组，下设6个工作专班，累计召开12次
座谈会、专题调度会进行谋划部署。打破
乡镇界限，成立育苗、圆茄专项小组，由产
业发展较好的乡镇统筹规划、集中管理。
同时，以承办“第六届京津冀蔬菜产业发
展大会”为契机，对全县9个乡镇35个村
庄及观摩路线进行整体设计打造，进一步
浓厚蔬菜产业发展氛围。制定了《肃宁县
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方案》，出台《肃
宁县扶持高品质蔬菜产业示范区创建十
条措施》，从研发新品种、科技引进推广等
方面进行全面扶持。出台《肃宁县育苗产
业发展规划》《肃宁县圆茄产业发展规划》
等专项发展规划，对具体品类蔬菜进行扶
持引导。全力申报省市关于高品质蔬菜
产业示范区创建资金及相关奖补资金，对
新建、改建蔬菜基础设施等项目优先奖

补。组织金融部门与龙头企业和种植大
户进行对接，搭建“农银企”对接交流合作
平台，目前达成合作意向5家，涉及金额
2000万元。

健全完善蔬菜产业链条，增加农产品
附加值，解决蔬菜销售瓶颈问题。肃宁县
通过推进股权多元化、兼并重组等形式，
支持组建行业龙头企业。截至目前，拥有
市级龙头蔬菜合作社3家，其中绿苑合作
社被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确定为“农民
专业合作社示范社”，年育苗能力1.8亿
株，蔬菜种苗销售范围辐射内蒙古、辽宁
等十几个省市。加快形成“以市场需求为
导向、标志品牌为纽带、龙头企业为主体”
的蔬菜品牌化发展新格局，全力打造“肃
宁圆茄”“肃宁韭菜”等特色蔬菜品牌。鼓
励和引导知名品牌创建，对获得国家驰名
商标的，给予一次性奖励10万元；新认
证、续展“两品一标”的给予一次性奖励
5000元。电商赋能上抓实效。积极发展
蔬菜电子商务，支持和鼓励从事蔬菜的相
关经营主体发展线上销售。对年纳税申
报线上达到1万单以上前三名的，每1万
单给予奖励1万元，最高奖励5万元。

河北肃宁县全力打造高品质蔬菜产业示范区

田间好“丰”景 小麦收割忙
近日，小麦进入成熟收割期，农民抢抓晴好天气加紧收割，农

机在田间穿梭忙碌，构成了一幅美丽的丰收画卷。图为河北省邯
郸市广平县广平镇侯固寨村田间，农户收获小麦。 程学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