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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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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介绍，联盟各成员主体通过共
建农业科研示范基地，加快农业科技
成果转化落地。三年来，联盟新建了
“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石家庄创新示范基地”“果蔬病虫草绿
色防控示范基地”“鱼茶循环养殖基
地”“高海拔地区草莓苗木繁育基地”
等示范基地。联合在北京通州、天津
武清、河北石家庄等京津冀70余地开
展创新成果的集成示范应用，其中设
施蔬菜生态环境智能调优控制技术及
装备项目，在石家庄、廊坊、沧州、衡
水、邯郸等7个设区市18个设施蔬菜
生产县累计推广面积20.8万亩，亩节
支增收1871元，新增经济效益2.44亿
元，节约水资源366.91万立方米。

“强化协同创新，整合优势资
源，努力建设一支成果就地转化，项
目直接落地，服务持续跟进的农业
科研队伍。”北京市农林科学院院长
李成贵说。

与此同时，“北京农业科技大讲堂
团队”还建立了直播服务平台，承接起
张家口“张垣农业”网络大课堂和天津
市“津科助农”公开课全年农业技术服
务工作，为两地组织技术直播64场
次，服务10余万人次，在京津冀农业
保产增效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耿建扩 陈元秋 康会敏）

共建科研示范基地
实现成果就地转化

本报讯 方素菊 从北京市统计局获
悉，一季度，京津冀三地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全力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
物价工作，区域经济回升向好，协同发展
扎实推进，发展动能继续积聚。

一季度，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4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3%，高于上年全年2.3个百分点。其中
北京、天津和河北分别为9947.7亿元、
3715.4亿元和 10041.4亿元，分别增长
3.1%、5.5%和5.1%，较上年全年分别提高
2.4个、4.5个、1.3个百分点。

工业生产稳步回升。北京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7.4%（剔除新冠疫
苗生产影响，增长1.8%），降幅收窄9.3个
百分点，电力行业增长11.5%，汽车行业
由降转增（增长 2%）。天津同比增长
3.1%，提高4.1个百分点；12条重点产业
链企业合计增长3.5%，占比接近8成。河
北同比增长6.5%，提高1个百分点；九大
主导产业中生物医药产业增长最快，增
速为22.0%。

服务业整体向好。京津冀服务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5%，比上年全年提高1.9个
百分点。其中，北京同比增长4.6%，提高
1.2个百分点，信息服务、金融行业持续带
动，对服务业增长的贡献率接近9成，住
宿餐饮、交通运输、文体娱乐行业由降转
增。天津同比增长6.0%，提高4.3个百分
点，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
服务业分别增长12.3%和7.9%，住宿餐饮
业增长2成以上。河北同比增长5.1%，提
高1.9个百分点，金融业增长8.0%，信息
服务业增长7.3%，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
业增长6.6%。

投资增长加快。北京固定资产投资
（不含农户）同比增长9.6%，比上年全年
提高6个百分点，反映实物工作量的建筑
安装工程投资和反映企业扩大生产能力
的 设 备 购 置 投 资 分 别 增 长 3.9%和
42.6%。天津同比下降2.6%，主要受房地
产开发投资下降影响，降幅收窄7.3个百
分点，新开工10亿元以上大项目个数和
投资额分别增长1.3倍和76.1%。河北同
比增长8.5%，提高0.6个百分点，亿元以
上项目投资增长14.1%，拉动全省投资增
长9.0个百分点。

消费品市场逐渐回暖。随着各地
促消费政策落地见效和京津冀消费季
活动开展，京津冀地区实现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8097.7亿元，同比增长4.1%，
高于上年全年7.4个百分点。北京、天
津、河北分别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558.0亿元、1033.2亿元、3506.5亿元，
津冀分别增长 6.5%和 8.7%，分别提高
11.7个、7.1个百分点；北京下降0.7%，
降幅收窄6.5个百分点。升级类消费较
快增长，三地金银珠宝类商品零售额分
别增长 26.9%、41.5%、16.6%，新能源汽
车 类 商 品 零 售 额 分 别 增 长 36.9%、
55.0%、58.9%。

民生领域保持稳定。北京、天津、
河北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21367
元、14524元和 8257元，同比分别增长
3.6%、3.1%和 5.0%。就业形势保持稳
定，北京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4.6%，3
月份环比有所回落；天津城镇新增就业
9.01万人，好于前两年同期水平；河北
城镇新增就业22.16万人，比上年同期
增加0.58万人。三地居民消费价格涨
幅分别为1.3%、1.1%和1.2%，均呈温和
上涨态势。

一季度京津冀
经济回升向好京津冀农业科技协同创新成效显著

近日，京津冀农业科技协同创新大会召开。据介绍，京津冀农业科技创新联盟成立7年来，
以实施重大创新任务为抓手，各成员单位在对接政府与行业需求、开展学术交流、打造共建平台、
协同创新攻关、服务产业发展等方面开展了务实合作，显著提升了京津冀地区现代农业科技创新
和科技服务水平。新成立的京津冀数字农业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热杂果现代种业科技创新
团队、河北省（承德）板栗产业技术研究院、河北省种猪繁育技术创新中心等9个协同创新平台，
为京津冀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提供有力科技支撑。

联盟充分发挥联合实验室等各类
创新共同体的平台作用，发挥联盟内
农业信息化、生物育种、农业绿色发
展、农产品质量安全等科技优势团队
和学术带头人的资源优势，通过多种
形式，组织开展“中国现代农业发展论
坛暨智慧农业创新院士论坛”“京津冀
农产品质量安全青年论坛”等学术论
坛、项目研讨等会议57场，线上线下
参会人数累计达72.4万人次。

近年来，石家庄市在稳定粮食产
能的同时，以蔬菜标准园创建为抓手，
推动蔬菜产业高质高效发展。石家庄
市农科院连续4年举办“中国?北方农
业（蔬菜）科技创新发展大会”，来自北
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等10
个省（市区）的3789个蔬菜新品种在
该院赵县试验基地示范展示，其中
352个蔬菜新品种实现转化推广。今
年种植了8省市32个育种单位提供的
叶菜类、番茄、黄瓜、辣（甜）椒、瓜类、
豆类、花菜类等蔬菜品种1066个，应
用了蔬菜基质栽培、节水高效生产、绿
色防控等七个方面多项京津冀区域先
进科技创新成果。

“通过京津冀协同创新，已经取得
了阶段性的成效，但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和农业多元化的需求还有诸多难题
需解决。”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党
委书记田国英说。

近三年来，联盟成员单位联合申
报“环京津蔬菜产品安全生产与供应
技术研究与集成示范”“京津冀循环农
业技术集成创新研究与示范”“京津冀
农业生态景观提升关键技术研究与示
范”等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天津市、
河北省科技计划和北京市京津冀区域
协作创新专项等项目100余项，累计
科研经费2.9亿元，有效保障了区域农
业科技创新研究稳定发展，取得良好
阶段性成果。

积极开展学术交流
示范引领携手研发

京津冀三省市农科院通力协作，
发挥牵头引领作用，联合联盟成员单
位，充分发挥科学家、科技推广工作
者、基层科技骨干等人才集中和分工
协作优势，围绕区域农业产业以及城
市发展对农业科技需求积极开展合作
创新，取得了众多成果。如围绕京津
冀典型农区开展输入重金属检测分析
和示范工作，获取了监测数据，构建起
了农产品产地土壤重金属污染高风险
区识别技术体系，为加强京津冀农产
品产地重金属污染“一体化”解决方案
制定，提升京津冀地区农产品安全保
障水平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联盟成员单位还联合开展技术研
究，建立了大白菜轻简化节水技术模
式、番茄自动化无土栽培节水模式、主
要果树和高品质蔬菜优质丰产水分高
效利用灌溉技术方案，建立了示范园
并开展大规模推广应用，实现了京津
冀农业区蔬菜、果树的节水、优质、高
效生产和可持续发展。

依托京津冀农产品质量安全联合
实验室，联盟成员单位围绕农产品和
环境污染物风险评估、农产品溯源、生
物毒素分离鉴定等开展深入研究，明
确了京津冀地区苹果、梨、葡萄、桃4
种大宗果品及鲜食蔬菜和食品接触材
料的主要危害因子及其风险水平，构
建起了京津冀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
估和特色果品溯源技术。成果展现出
良好的应用前景，为促进京津冀农业
绿色安全发展提供了有力技术支撑。

促进农业绿色发展
提供有力技术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