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眼下，河北省张家口坝上马铃薯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近日，在察北管理区金沙管理
处马铃薯基地，拖拉机在地里来回穿梭，一个个马铃薯破土而出，村民们忙着刨挖、拾捡、分
装，现场一派繁忙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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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产业兴，乡村兴。作为农业大
市，张家口依托独特的自然资源和气
候条件，因地制宜发展马铃薯、优质
杂粮、错季蔬菜等特色农牧产业，打
造一批特色农牧产品品牌，大力发展
农产品精深加工，推动农牧产业集群
成链，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

培育壮大优势农牧产业

近日，中国马铃薯标准化生产研
讨会在沽源县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
马铃薯领域专家学者、种植户参加，
对马铃薯优良品种繁育推广、生物技
术病虫害防治等展开研讨，为马铃薯
标准化生产研讨顶层方案，指导全国
马铃薯标准化生产。

沽源是“中国马铃薯之乡”。目
前，全县马铃薯种植面积达36万亩，
年产值15亿元以上。该县正通过建
设马铃薯标准化生产示范区，打造生
产有标准、质量可追溯、销售有品牌、
效果可复制的马铃薯生产营销模式。

小土豆有大作为。“截至今年7月
底，全市有马铃薯加工类企业13家，
年消耗马铃薯原料70万吨。马铃薯
全粉产能3万吨，薯条产能25万吨，
淀粉产能3.5万吨，并且已与国内外
多个地区建立种薯、商品薯和马铃薯
加工产品的供销关系，建成稳定的销
售网络。”张家口市农业农村局产业
融合发展科科长程小红介绍，目前，
该市马铃薯种植面积达到123.91万
亩，马铃薯产业已形成涵盖新品种选
育、种薯繁育、商品薯生产、马铃薯加
工开发的全产业链条。

近年来，张家口市依托光照充
足、昼夜温差大的自然条件，不断调
整优化产业结构和区域布局，着力发
展马铃薯、优质杂粮、错季蔬菜、道地
中药材、食用菌、优质葡萄、高端乳
品、优质生猪、草原肉业、优质肉鸡蛋
鸡十大特色农牧业。

近日，走进尚义县石井乡范家村
设施蔬菜种植基地，大棚内圣女果大
面积成熟，一颗颗红润饱满的果实挂
满藤蔓。

“等蔬菜收获完成后，我们还将
利用种植空档期，轮番种植羊肚菌，
保障大棚种植四季不断档。”范家村
设施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赵建明介
绍，他们探索出冬春季种植羊肚菌、
夏秋季种植圣女果的菌蔬轮作模式，
进一步提高坝上高寒地区的土地利
用率和产出效益。

据悉，张家口绿色农牧产业总体
布局划分为坝上生态农业践行区、北
方农牧交错样板区、环首都智慧农业
先行区、城郊都市农业突破区和坝下
休闲农业示范区。其中，坝上生态农
业践行区以发展旱作农业、现代种
业、设施精品农业为方向；北方农牧
交错样板区以发展奶牛、肉牛、肉羊
为重点，推进绿色草原畜牧业做大做
强；环首都智慧农业先行区大力发展
智慧科技农业；城郊都市农业突破区
大力发展果蔬采摘、休闲观光等融合
生产性、生活性、生态性于一体的复
合产业；坝下休闲农业示范区深度推
进绿色农牧与旅游休闲融合发展。

该市还抢抓京张体育文化旅游
带建设机遇，实施休闲农业融合工
程，开发农牧产业的科普、教育、体
验、休闲观光功能，教育研学、民俗体
验、生态休闲、乡村旅居等“农+文+
旅”新业态新产品不断丰富。

加快农牧产业全链条升级

近日，在万全区穗康鲜食玉米有
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机器轰鸣声不
断，一穗穗糯玉米经过去皮整形、高
压清洗、高温蒸煮、冰水冷却等工序
后装箱入库，即将销往国内外。

万全区今年鲜食玉米种植面积
达8.35万亩。龙头企业联农带农，该

区拥有“禾久”“穗康”“金慧德”等多
个鲜食玉米品牌，加工企业20多家，
产品有保鲜玉米果穗、速冻玉米果
穗、真空包装果穗等多个品种，销往
全国10多个地区，并出口韩、美等国
家，带动万全区2万余户村民增收。

着力提升农产品深加工的能力
和水平，目前全市市级以上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达到225家。以延链、补
链、强链和产业融合为着力点，今年，
该市大力推动农产品加工项目的招
商引资。截至7月底，全市共签约农
产品加工项目 36个，签约引资额
54.07亿元，其中开工项目21个。

近年来，张家口坚持“政府推动、
政策扶持、培强主体、市场运作、多元
投入”的发展思路，农业园区创建实
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强
的梯次发展格局。截至今年7月底，
已成功创建宣化区国家现代农业产
业园、怀来县农业现代化示范区，省
级、市级园区数量分别达到17个和
64个。

今年，该市农业园区以实施百亿
级食品加工园建设、百家现代示范农
场创建、百万亩设施农业发展“三百”
工程为支撑点，大力培育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
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找准
产业发展短板，逐步完善产业链条。
支持龙头企业前延、后拓、左右联，由
种养业向二三产业延伸。加快农产
品流通企业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
精准对接，建立产销密切衔接的供应
链体系。围绕主导产业，健全种子种
苗、种养加工、包装储运等技术服务
和创新体系。大力推行绿色生产方
式，开展标准化生产，确保农产品质
量安全。推动发展合作制、股份制、
订单农业等多种利益联结方式，促进
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连接，让农
民更多分享二三产业收益。

（郭晓通 韩鹏飞）

本报讯 周思杨 近日，天津市乡
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头雁”项目
在天津农学院蓟州校区启动。10个
涉农区100名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参
加开班式。

实施“头雁”项目是天津市深入
推动“乡村振兴全面推进行动”落地
见效的重要抓手。2023年，天津“头
雁”项目继续深化“培”“育”结合，制
定了定制式、网络式、体验式、孵化
式、实践式、扶持式、成长式7种培育
模式，通过对带头人系统性培养和综
合性支持，着力打造一支与天津市农
业农村现代化相适应，能够引领一
方、带动一片的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
“头雁”队伍。此举对于做好新时代

“三农”工作，为天津市建设一支堪当
大任的乡村产业振兴人才队伍具有
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天津农学院副校长金危危表
示，学校作为教培机构，高度重视
“头雁”培育项目，将充分发挥学科
优势和专业特色，为乡村产业振兴
带头人“头雁”提供全方位的精品课
程和点对点的专家服务，助力“头
雁”强化示范引领、辐射联动的能力
本领，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
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坚强有力的人才
支撑和智力保障。

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副主任陈汝
军对2023年参加培育的带头人提出
了具体要求。他表示，带头人要提

高政治站位、认清重大意义，以高度
的政治自觉组训参训；要摆正自身
定位、珍惜难得机会，以严格的标准
要求落细落实；要注重学用转化、发
挥示范作用，以头雁的责任担当领
航领路。

农业农村部人力资源开发中心
教育培训处处长韩津琳对天津“头
雁”培育工作给予高度肯定。他强
调，“头雁”项目始于培训，不止培训，
要让农民实实在在学有所获；要强化
服务手段，深度提升项目支持力度；
要通过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和培育机
构共同努力、密切协作，共同把“头
雁”项目打造成为乡村人才培养的金
字招牌。

天津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头雁”项目启动

本报讯 段玮 日前，天津市农业科学院一行
深入承德市滦平县进行实地调研，并向河北省承
德市滦平县西沟满族乡捐赠了价值10万元的蔬
菜优良品种，助力当地乡村振兴发展，不断推动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往深里走、往实里走。

天津市农业科学院与承德市有着深厚的合
作基础。2017年，天津市农业科学院与承德市人
民政府共同签署了《推进津承现代农业科技协同
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协助原承德市农科所
整合承德市农业科技资源，成立了承德市农林科
学院并加挂天津市农业科学院承德分院牌子，使
天津、承德两院的合作迈上了新台阶。天津市农
业科学院与承德院联合实施了“津承绿色农业科
技协同创新试验示范基地建设”项目，围绕蔬菜、
畜牧、果树、中药材等领域开展科技帮扶。

承德市农林科学院充分借助天津市农业科学
院的科技资源优势，深入落实“京津研发，承德转
化”的发展模式，引进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0余个
（项），在承德市进行试验示范推广，有力推动了承
德市农业产业提质增效。其中，承德市农林科学
院引进的天津院优质“津松”系列花椰菜品种2021
年在宽城县金杖子村进行千亩花椰菜规模化、标
准化试验示范种植，亩纯收入达到万元以上，2022
年种植面积扩大到2万亩，是天津市农业科学院科
技帮扶承德市农业产业发展的生动案例。

天津市农业科学院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将与承德市高校、科研院所及相关企事业单位开
展深入合作，共同开展区域农业发展战略研究，
凝练重大科技需求与任务，联合开展科技创新攻
关与成果转化，打造目标同向、优势互补、互惠共
赢、成果共享的区域现代农业协同发展新格局。

本报讯 郑丽锦 为高质量完成“核桃优质丰
产标准化栽培技术示范推广”项目，提升河北省
核桃栽培管理水平，促进核桃产业提质增效，近
日，河北省林业和草原技术推广总站在石家庄市
鹿泉区举办了核桃优质丰产标准化栽培技术培
训班，邀请河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院毛向红
研究员授课。各市、县（区）林业和草原主管部
门，项目示范点有关人员及项目参加人员，生产
企业、大户等60余人参加了培训。

培训课上，毛向红研究员结合核桃生产发展
现状，从国际、国内及河北省三个层面进行了讲
解，分析核桃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对
策。针对河北省核桃生产中存在的技术问题，毛
向红研究员系统讲授了核桃的优质丰产标准化栽
培技术，重点讲解了土肥水管理和病虫害防治等
核心技术，并就学员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互动交流。

结合理论学习培训班还组织学员们赴鹿泉
区石家庄绿宝露农林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元氏县
前仙乡西岭底村核桃基地现场观摩优质核桃生
产模式。毛向红研究员以现场核桃树为实例，为
学员们讲解生产管理技术要点，手把手教授具体
操作，帮助学院更直观地理解和掌握核桃优质丰
产栽培技术。此外，培训班还发放技术手册60余
册，供学员日常学习参考。

河北省林业和草原技术推广总站党总支书
记孙阁表示，近年来核桃坚果市场低迷，果农生
产信心受挫，迫切需要改变核桃生产中单纯追求
产量、滥施化肥农药的传统栽培方式和理念，以
提高核桃品质促进效益提升。此次培训聚焦优
质、丰产和标准化三个关键，有利于广大核桃产
业从业人员进一步转变观念、统一思想，为推动
全省核桃主产区高质量发展，为果农增收、产业
振兴提供了科技支撑。

天津农业科学院不断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张家口市农牧产业升级助推乡村振兴

河北培训核桃优质
丰产标准化栽培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