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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本报讯 蓟州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按照中央、市委农村工作
会议部署要求，坚持党建引领乡村振
兴，创新推出“蓟农管家”特色品牌活
动，搭建优质农品“早上在田里，晚上
到餐桌”产销体系，全面推进农品“进
京入津”，提品质、促销售、增效益，打
造乡村振兴“新引擎”。

立足优势，联农带农，打通“产销
新路”。蓟州区不断强化党建在乡村
振兴中的引领作用，搭建特色供销平
台，依托区级供销集团，打造“供销+
村党组织+农户”的新型经营模式，收
购全区特色农品，统一加工标准，统
一品牌销售，叫响“蓟州农品”金字招
牌。健全利润分配机制，与村集体、
农户等签订协议，待农品售出后，按
照约定比例将销售收益返还至村集
体，增加农民收入，拓宽集体增收途
径，有效破解村集体收入难的问题。
严抓农品质量安全，区委将农品质量
作为发展的“生命线”，狠抓农品质
量，守住农品更绿色、更健康优势，实
现蓟州农品品牌提升和助力乡村振
兴双赢。自今年2月份活动开展以
来，已与47家市区两级扶持单位达成
合作意向，其中34家单位已签订采购
协议，订单金额达817万余元，促进集
体和农民“双增收”近90万余元。

多措并举，全力推动，促进“农品
出圈”。蓟州区将“蓟农管家”活动作
为全区乡村振兴的重要一环，借助扶
持经济薄弱村工作的有利契机，持续
推动“土特产”走出蓟州、进京入津。
他们通过以区委名义发送《邀请函》
的形式，向各市级扶持单位“一把手”
专题汇报“蓟农管家”活动和农品品
质优势、价格优势，争取扶持单位资
源优势、政策优势、人脉优势，全方位
拓展农产品销路。差异化推动，推出
“蓟州农品”进机关、进食堂、进校园、
进展厅等具体措施，提升“蓟州农品”
知名度。活动中，天津医科大学总医
院、天津中医一附院等单位，将农品
作为食材供应医院食堂，截至5月份
已经购买农品260万余元；天津海河
传媒中心、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等
单位，采取引入天津购物平台、在校
设置站台展厅等方式，促进农品销售
近200万余元。

聚焦长远，寻求合作，实现“互
利共赢”。蓟州区坚持践行为农初
心，着力服务产销双方，保障农品性
价比，实现消费单位、村党组织、农
民等多方“共赢”。他们定期到市直
单位机关、京津社区和各类展销会
开展农品推介活动，提高农品销售
效率，提升蓟州农品知名度，让更多
“头回客”变成“回头客”。坚持市场
化运行模式，严格遵循市场定价，与
市级扶持单位构建消费帮扶供需对
接的桥梁。以“质量过硬、价格公
道、口碑良好”为基础，与市区两级
单位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并
以此为支点，进一步拓展区级供销
平台的广度和深度。

截至目前，已经与天津农商银
行、天津轨道交通集团等多家单位建
立长期合作关系，保持长期供货，其
中，天津农商银行累计供货额达2300
余万元。

（蓟州区政府）

天津市蓟州区创新
开展特色品牌活动河北省供销社确保

“三夏”生产高标准高质量
本报讯 马彦铭 何荣国 近日，河北省

衡水市冀州区南午村镇大瓦窑村的田野
里麦浪滚滚，在大型联合收割机的马达
轰鸣声中，饱满的麦粒从收割机储粮仓
中涌出。

“我们在大瓦窑村实现全托管小麦
1000多亩，昨天收割了310亩，今天预计
全部收完。”河北省供销社节水农业衡水
邢台工作组组长郑旭介绍，“三夏”生产
中，他们实行收、播、浇一体化作业，尽力
做到当天收割、当天播种、当天浇水。按
照计划，省供销社在衡水市托管的5.2万
亩小麦将用5天时间收获完毕。

“供销社是为农服务的‘国家队’，开
展‘三夏’生产要做到高标准高质量，切
实发挥好引领示范作用。”省供销社理事
会主任丁荣进说，当前，全省供销系统把
夏收夏种作为最重要的工作抓紧抓实，
配齐了最好的农机，因地制宜选用优良
品种，大力推广先进适用技术，全力确保
农时一天不耽误，麦地一块不落下，农田
一亩不撂荒。

丁荣进介绍，两年多来，全省供销系
统团结协作，以浅埋滴灌节水农业为突
破口，实现节水农业全托管服务80万

亩。去年“三夏”收获小麦11万亩，今年
将收获小麦38万亩。

省供销社配备了大型收获机，统一
收割大地块小麦，降低作业成本、减少机
损。对于地块散、面积小的麦田选择雷
沃谷神、中联重科谷王等国产优质收获
机进行收获。玉米播种优先选用马斯奇
奥、农哈哈等先进的多功能、高精度、一
体化复式播种机。良种选择方面，选用
通过国家审定的“紧凑、耐密、抗倒”优良
品种，各地选择种子一律由专家组审核
把关，一律提前进行发芽实验测定。大
力推广种子包衣、配方施肥、深松免耕播
种、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苗前高效除
草、浅埋滴灌节水和水肥一体化等先进
适用技术，提高科学种田水平。

田间作业实行“抢收、抢种、抢浇”。
千方百计加快小麦机收进度，做到成熟
一块、收获一块、播种一块，确保颗粒归
仓。做好粮价市场监测，根据市场行情
变化，科学动态调整储销方案，宜储则
储，宜销则销，确保最大收益。小麦收获
后，立即调试好播种机械，做到“前面收
麦后边播”“当天收麦当天播”，实现小麦
机收与玉米播种无缝对接。提早组织水

源，浇好蒙头水、出苗水。保证玉米及时
出苗、出全苗，提高玉米的出苗率。

层层压紧压实工作责任，严密组织
夏收夏种各个环节。做到“五必察”，各
工作组所有人员麦收前3天全部到位，尽
早开展巡田，做到察地块、察人员、察农
机、察仓库、察备播，确保心中有数、手上
有招。做到“五必盯”，严格落实夏收夏
种工作方案，依托智慧农业平台，落实地
块编号，明确人员分工，划分地头岗、押
运岗、过磅岗、仓库岗、销售岗，做到盯现
场、盯运输、盯过磅、盯入库、盯产量，坚
决杜绝“跑冒滴漏”。做到“五必核”，认
真填写小麦夏收信息统计表，做到核实
地块、核实农机、核实车辆、核实仓库、核
实票据，实现收运储销一体化高效闭环
运行。

“夺取夏粮丰收，对确保全年粮食丰
收至关重要。”丁荣进说，全省供销系统
将全力把工作往前做、把进度往前赶，高
质高效完成“三夏”任务。同时，积极与
各地党委政府沟通汇报，争取整县整乡
镇全面推进全托管服务，大力推广村社
共建，加快农业全产业链发展，力争年底
实现节水农业全托管服务150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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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河
北省泊头市营
子镇苟鲁道村
的万亩桑葚正
值成熟季，据
了解，泊头市
桑 葚 种 植 有
2000多年的历
史，目前种植
面积约5万余
亩，年产鲜果
近7万吨。图
为，种植户正
在收集成熟掉
落的桑葚。

翟羽佳 摄

本报讯 回佳佳 郑伟 当前，河北省唐
山市上下联动、齐抓共管，采取有力措施
确保“三夏”生产有力有序推进，夏粮颗
粒归仓，秋粮种足种好。

建立体系，协调联动。成立了由唐
山市委和市政府分管领导担任指挥长、
市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同志担任副指挥
长，公安、交通、气象、供销、石油石化等
部门分管负责同志为成员的“三夏”生产
指挥部，统筹做好形势会商、建立信息共
享、责任共担良好局面。

强化措施、全面服务。实现精准对
接，确保机具保养到位，作业前机具参
数调整到位。组织机手开展作业质量培
训和机收减损培训，力争全市小麦机收

损失率保持在1.05%以内。全市设立维
修服务网点40个，应急维修服务队33
个，开展24小时应急维修服务。设立跨
区作业服务站，明确专人做好24小时应
急值守。

“三夏”期间，市级成立14个帮扶指
导组，深入高速路口、田间地头开展指导
服务。市交通运输部门在高速口、全市
主要干道设立跨区作业绿色通道，全部
设立农机通行指示牌，落实优先通行、先
通行后办证、免费通行政策。各服务区
为跨区机手提供休息场所和机具停放场
所，提供用水、用电、如厕等生活服务。
市县两级开通24小时服务热线。为跨区
作业机手发放“三夏”暖心包，让外来机

手真正感受到唐山的情暖大爱。
全市设立绿色加油优惠网点64个

（中石化30个，中石油34个），落实5%的
优惠政策。气象部门密切关注天气变
化，及时为作业机手、种植大户、农业服
务组织发送气象短信，提供气象预测预
警服务。开展安全生产督导检查和隐患
排查力度，严厉打击无牌无证、酒后驾驶
等违法行为。加大麦田防火宣传，维护
农机转运作业秩序。制定了《唐山市
2023年“三夏”连阴雨天气应急处置预
案》，全市成立应急作业服务队20个，随
时做好抢收抢种准备。提前与周边地区
签订履带式小麦收割机、烘干机作业互
助协议，做好抢收烘干准备。

唐山市多措并举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