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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本报讯 张腾扬 日前，由京冀两地
共同主办的“河北净菜”直通车首发仪
式隆重举行，满载“河北净菜”的车辆
从衡水市饶阳县、廊坊固安县等6地同
时出发前往北京市场，及时将新鲜蔬
菜送至北京各大商场、超市、食堂、饭
店及千家万户。

“原来我们的蔬菜想进入北京，只
能晚上送货。有了‘直通车’，啥时候
都能送货，太方便了。”饶阳县向阳蔬
菜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说。

净菜，也叫鲜切菜，就是把“连土
带泥”的蔬菜洗净切好，让大家打包带
回家，减少饭前程序。净菜在产地加
工，不仅把不能吃的部分留下循环利
用，还能减少一部分城市生活垃圾。

为支持“河北净菜”进京，北京市专
门为河北省配给“京籍”通行证，“河北净
菜”车辆可享受与北京车辆相同的政策，
及时将新鲜蔬菜送至北京千家万户。

“为了更好服务北京蔬菜、瓜果、
肉蛋等生活必需品消费市场，我们成
立了河北净菜（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全面加强‘河北净菜’商标注册、质量
标准控制、品牌推广应用，实现产业基
地与销售终端精准对接，种植标准与
北京质量要求精准对接。”河北净菜
（北京）物流公司总经理赵春光说。

河北农业资源丰富，净菜种类多、
品质优、价格实惠。北京消费市场巨
大，对优质农产品有着旺盛需求。近年
来，河北依托环京区位优势，借力京津
冀协同发展的东风，与北京共同推动
“河北净菜”进京，取得了突破和进展。

河北省商业联合会在广泛征求蔬
菜种植基地、净菜加工企业、鲜活农产
品物流配送企业、高等院校专家等意
见基础上，制定了《河北净菜加工规
范》《河北净菜配送规范》两项技术性
标准，使“河北净菜”用标准支撑质量，
以质量造就品牌。

“从我们这里采摘的蔬菜一半以
上运往北京市场，每批产品不仅要经
过农残检验，还要贴上二维码，确保质
量可追溯。”饶阳县农业农村局特聘农
技员宋长江拿起一盒甜瓜，用手机扫
描外包装上的二维码，产品基地信息、
销售记录、施肥记录、用药记录等信
息，全都在手机上显示出来。

在廊坊固安县河北兴芦农业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的万亩绿色番茄园中，7
种颜色的番茄长势喜人，成熟后将被制
作成礼盒产品销往北京。“番茄是我们
重点研发的蔬菜品种，口感酸甜适中，
颜色鲜亮，包装精美，受到北京消费者
的青睐。”该公司副总经理李中华说。

固安县立足都市农业发展定位，面
向京津中高端市场，重点发展各类高端
精品特色蔬菜，打造从田间到餐桌的完
整产业链条，累计培育以主食厨房产
品、冷链食品为主导的中央厨房型涉农
企业12家，年产值超10亿元。

2022年河北蔬菜产量 5406.8万
吨，位于全国前列。目前，河北净菜发
展迅猛，蔬菜加工企业达2171家，成为
供应北京蔬菜市场的重要力量。

下一步，河北省将鼓励支持净菜
企业在北京的大型商超设立专区专
柜，加强与北京餐饮企业、机关院校、
居民社区等直供直采合作。同时，加
大“河北净菜”宣传推广力度，不断提
高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

“河北净菜”
充实首都“菜篮子”天津“六个聚焦”

助力乡村振兴全面推进行动
本报讯 李琭璐 今年以来，天津市财

政部门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切实强
化资金保障，构建多元投入格局，持续优
化政策体系，不断加强财会监督，积极服
务乡村振兴全面推进行动。

在强化乡村振兴资金保障方面，聚
焦优先发展。持续把乡村振兴作为优先
保障领域，健全与乡村振兴相适应、覆盖
农业农村各领域、贯穿“投入、使用、监
督”各环节的投入保障机制。据统计，
“十三五”以来的七年，天津市一般公共
预算农林水支出总额突破千亿大关，贯
彻落实中央关于调整完善土地出让收入
使用范围优先支持乡村振兴部署，建立
健全对各区考核机制，确保土地出让收
入用于农业农村支出比例稳步提高，有
效拓展乡村振兴资金来源。

同时聚焦金融保险，积极构建多元
投入格局。深入对接农业政策性保险、
农业信贷担保等金融“工具箱”，引导形
成“财政资金、金融资源、社会资本”共同
投入格局和“风险可控、绩效导向、监管
有力”的管理格局，以财政工作实绩实效
保障乡村振兴全面推进。截至2022年，
天津各级财政累计安排农业保险保费补
贴资金27亿元，带动政策性农业保险累
计保费收入突破37亿元，提供风险保障

达到167.3亿元，为提高天津市农业抗风
险能力，持续保障粮食安全、“菜篮子”重
要农产品保供起到积极作用。稳定实施
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费用补助和业务奖
补政策，近年来天津市财政累计拨付资
金近1亿元，对天津市农业担保机构实施
担保费用补助和业务奖补，支持其扩大
业务规模、降低担保收费、提升服务质量
以及防范化解风险等，确保市场主体实
际承担的担保费率不超过0.8%上限，有
力引导天津市农业信贷担保坚守政策性
定位，始终为农、惠农，支农、支小。

粮食安全无小事，天津市全力夯实稳
产保供基础。积极发挥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和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政策叠加效
应，2021至2022年在关键时间节点及时高
效向种粮农民发放“两项补贴”资金共计
11.8亿元，进一步释放重农抓粮的积极信
号，缓解农资价格上涨带来的种粮增支影
响，有效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深入实施
“藏粮于地”战略，着力加强投融资机制创
新，撬动专项债券等更多渠道资金投入高
标准农田建设。用好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
金，支持中型灌区续建配套设施与节水改
造建设，为粮食生产提供坚实水利保障。

天津还发挥财政资金引导撬动作
用，统筹财力有序支持100个乡村振兴示

范村创建和800个经济薄弱村发展，接续
推进革命老区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调
动社会资本建设示范村积极性。近年来
统筹安排财政资金8.8亿元，持续支持
“厕所革命”、农村生活污水设施等重点
工程，支持新一轮150个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示范村建设，持续推动农作物秸秆综
合利用、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农业面源污
染防治等乡村绿色生态事业，提高乡村
基础设施完善度和人居环境舒适度，支
持乡村由表及里形神兼备的全面提升。

近年来，天津全面开展惠民惠农补
贴专项整治，确保各项惠民惠农补贴政
策落地见效和涉农资金监管长效常治，
将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作为贯彻财会监
督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纵向加强与财
政部天津监管局联动监督，充分利用农
险数据平台、承保机构业务系统等数据
资源加强承保数量、保费收缴、见费出单
等关键环节审核监管；横向强化与农业
农村主管部门协同监督，推动完善天津
市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管理、绩效评
价、遴选考核等相关制度体系，加大业务
情况调度以及保费补贴资金使用情况的
监督检查力度，做到及时校准纠偏，严肃
财经纪律，扎实筑牢粮食安全和重要农
产品供给的“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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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河
北省邯郸市肥
乡区天台山镇
在南谢堡村举
行“2023年第
六届‘粽子文
化节’”活动，
人们比拼包粽
子技艺，一同
感受端午传统
习俗，迎接端
午节的到来。

郝群英 摄

本报讯 黄建高 近日，从天津市水务
局获悉，当前正值农业灌溉高峰期，前期
地表蓄水已大幅消耗，随着后续气温大
幅升高，农业生产用水需求将持续增
加。为保障农业生产安全，助力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行动，市水务部门超前安排、
强化联动、精准调度，及时掌握春播进度
和灌溉用水需求，坚持“蓄、补、调、节”四
措并举，全力保障天津市农业用水。

在“蓄”上下功夫，充分利用再生水
资源，持续向独流减河、永定新河调水1
亿立方米，满足沿线农业用水需求；充分
利用地表水源，向一、二级河道和中小水
库、坑塘洼淀存蓄，累计蓄水3.4亿立方

米；充分利用入境水，协调上游省市增加
向本市下泄水量，累计承接来水4.87亿
立方米。

在“补”上下功夫，紧紧抓住大运河
贯通补水有利时机，静海区九宣闸累计
接收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北延水源0.36亿
立方米，为沿线静海区、滨海新区10个乡
镇补充农业灌溉用水；紧紧抓住永定河
全线通水有利时机，武清区邵七堤累计
调入水量0.21亿立方米，为永定河、永定
新河沿线补充农业用水。

在“调”上下功夫，精准实施水源调
度，适时扩大河道补水范围，利用于桥水
库引滦水源向潮白新河、蓟运河等河道

生态补水，保障河道生态水量基本需求
的同时兼顾农业取水，截至目前累计补
水1.27亿立方米。

在“节”上下功夫，在向中心城区海
河实施生态补水、改善河道水环境的同
时，利用中心城区、环城四区水系连通循
环优势，为环城四区提供农业灌溉水源
1.1亿立方米，通过“一水多用”提升水资
源利用效益。

市水务部门将密切联系市气象部
门，随时关注天气，及时掌握农业旱情变
化，加大水源调配力度，保障农业生产有
序进行，为农业稳产增产、农村稳定安宁
提供有力的水利支撑。

天津四措并举全力保障农业生产用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