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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本报讯 黄建高 日前，据天津市农
业农村委消息，天津市地产农产品质量
安全合格率达到98%以上，在此基础上，
市农业主管部门利用数字化手段，全局
统筹搭建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监管平
台，推动农产品质量安全从“传统管理”
转变为“现代治理”。

近年来，天津市财政累计投入资金
3000余万元，市农业农村部门先后建成
放心蔬菜、放心肉鸡、放心猪肉、放心水
产品等放心农产品追溯系统，其中放心
蔬菜和放心水产品追溯系统已实现与
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平台对
接，全市207家放心菜基地、263家放心
肉鸡基地、349家放心猪肉基地和所有

生猪、肉鸡屠宰企业及92家放心水产品
基地农产品实现产品可追溯，消费者可
通过扫描农产品附带的二维码查询追
溯信息。

守好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离不
开强大的农产品质量安全软硬件支撑，
健全的农业地方标准体系是农产品质
量安全可追溯的准绳。目前，天津市共
批准地方标准立项46项，完成标准制修
订32项，全市现行农业地方标准达到
246项。

放心农产品基地的示范引领是农
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的基础。目前，全
市现有认证绿色食品151个、有机农产
品7个、地理标志农产品9个，新增获批

全国农产品全程质量控制技术体系
（CAQS-GAP）试点生产经营主体4家、
产品6个。擦亮“津农精品”金字招牌是
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的官方背书，
“津农精品”作为天津市农产品区域公
共品牌，其包含的212个农产品品牌，象
征着标准化的生产、健全的品控、上乘
的质量和全程可追溯。

下一步，天津市将继续加强基层
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推广
应用“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
信息平台”监管、执法、监测和追溯4
个 App系统，全面实施网格化“互联
网+监管”智慧管理，时刻守好老百姓
“舌尖上的安全”。

本报讯 周亚强 孙玲玲 第25届中
国冰淇淋及冷冻食品产业博览会（以下
简称“中国冰博会”）22日在天津梅江会
展中心举办。此次展会首次设立了国
际展区，汇集来自丹麦、荷兰、德国、意
大利、澳大利亚、日本、波兰、马来西亚、
美国等16个国家的30家专业企业参展。

本届中国冰博会展览总面积近
45000平方米，共汇集了伊利、蒙牛等中
外480多家领军品牌企业，包括丹麦、荷
兰、德国、波兰、马来西亚、土耳其、芬兰、
西班牙、以色列、法国、俄罗斯等16个国
家的30多家参展商，100余家海外买家近
200人预约到会。

“本届博览会在参展企业、展会规
模、展出产品、展会活动、参加外商等诸
多方面都是空前的，服务质量也有新的
提升。”据组委会负责人张小弘介绍，本
届展会有六大亮点：一是围绕冰淇淋延
续推出八大专业展品板块，开展信息与
商贸交流；二是展商档次大幅提升，全产
业链头部企业尽数亮相；三是海外客户
重视中国冰淇淋展；四是参展客商珍惜
盛会人气高，新产品集聚，活动丰富；五

是聚集头部企业的行业年会暨高端论坛
和精准对接的海内外商贸对接会等高水
平活动圆满举办；六是设置公众开放日，
开展品尝、试吃、赠饮等活动。

据了解，中国冰博会是国内唯一由
中国国家一级专业行业协会中国焙烤食

品糖制品工业协会与天津贝克企隆展览
服务公司联合主办的年度行业盛会。该
展会25年来坚持专业品质、服务冰淇淋
行业宗旨，成为国内外冰淇淋行业的旗
舰展会和重要活动，起到了中国冰淇淋
市场风向标作用，引领了行业发展。

中国冰淇淋及冷冻食品产业博览会在津举办

观众在中国冰淇淋及冷冻食品产业博览会上品尝冰淇淋。

本报讯 王伟倩 近日，农
业农村部公布中国重要农业
文化遗产名单，“河北赵县古
梨园”“河北涿鹿龙眼葡萄栽
培系统”“河北泊头古桑林”成
功入选，入选数量居全国前
列，也是近年来河北省入选数
量最多的一批。

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是包含经济、生态、技术、文
化、景观等多个层面的复合农
业系统，既是展示中国悠久农
业文明和中华优秀文化的重
要窗口，同时蕴含着人地和谐
的生态思想、丰富的农业生物
多样性、环境友好的生态农业
技术和有效的乡村治理理念，
为农业发展、生态文明和乡村
振兴提供宝贵智慧。中国重
要农业文化遗产品牌对于地
方知名度提升、农遗良品发展
以及发展乡村旅游，具有非常
重要的价值。

赵县梨树栽培历史久远，
是雪花梨之乡、优质梨果生
产基地重点县。赵县古梨园
以及所包含的物种、知识、技
术、景观等在中国使用的时
间约有 2500年历史，现有百
年以上古梨树3万余棵、300
到500年古梨树160余棵，500
年以上古梨树约15棵，至今
仍然具有较强的生产与生态
功能，是农民生计保障和乡
村和谐发展的重要基础。赵
县古梨园体现人与自然和谐
演进的生存智慧，在防风固
沙、涵养水源、保护生物多样
性、构建生物栖息地等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对发展休
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推动文
化传承与和谐社会建设等方
面拥有较高价值。

涿鹿县地处冀西北地区，
介于东经114?55'~114?31'，
北纬39?40'~40?39'之间，四季分明，雨
势同期，年平均气温9.1℃，年均降雨量
372.7mm，是龙眼葡萄种植的黄金区
域。涿鹿外虎沟有着我国成片规模最大
及保留最完整的龙眼葡萄古树林，其中
300年以上龙眼葡萄树7000余棵，100年
以上3万余棵。涿鹿龙眼葡萄栽培系统
本着“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
原则，一直沿用传统的农村生产方式，体
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思想和可
持续发展的理念，同时兼具农业经济、生
态保护和文化传承多重功能，对促进当
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可持续发展起到积极
作用。

泊头市古属兖州、后属冀州，位于
黄河故道冲积平原、退海地域，生态资
源丰富，历史文化厚重。泊头桑树种
植历史久远，是蚕丝主产区，丝绸之路
肇兴之地。泊头市是全国古黑桑树种
植历史最悠久、种植面积最大的地区，
保护核心区域营子镇等12个乡镇，种
植面积3.5万亩，树龄在100年以上的1
万余株，300年以上的500余株，500年
以上的71株。位于保护核心区的苟鲁
道、王鲁道等20余村均因鲁国儒士传
经授道而得名，“民性淳朴，务在农
桑”，积淀了大量相关诗歌、民谣、神
话、习俗，形成影响泊头的独特蚕桑文
化。如今，古桑林已成为当地农业特
色产业的重要支撑，实现乡村振兴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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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合格率超98%

本报讯 近日，以“国际小米年”为契
机，河北省优质谷子产业发展会议在
“中国小米之乡”武安成功举办。

会议由河北省农业农村厅、省农林
科学院主办，邯郸市农业农村局、武安市
人民政府承办。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
员、副厅长孙晨光出席会议并讲话，全国
农技中心负责同志、河北省农业农村厅
种植业处、科教处、省农机局、省农技推
广总站、省种子总站、省植保植检总站、
省环保总站、省农业农村宣传中心、省农
业品牌建设中心负责人；省杂粮杂豆产
业技术体系相关专家；邯郸市党委政府、
武安市党委政府相关领导；各市农业农
村局分管副局长、种植业科科长；10个谷
子产业集群县农业农村局负责人和种植
大户、加工、销售企业代表、渠道商等，共
计300余人参加了会议。

孙晨光指出，近年来，河北省立足自
然资源和历史人文资源等优势，打造河
北小米区域公用品牌，培育了一批全国

知名的小米名优品牌，打造谷子优势特
色产业集群新格局，开启了河北省谷子
产业发展的新篇章。河北省将继续坚持
政府统筹、多方协同，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创新驱动、跨越发展，弘扬文化、融合
发展，拓展功能、赋能发展，以“全产业链
融合、全价值链提升”为目标，从优质品
种、标准化生产、初级加工和深加工、区
域公用品牌打造、现代化营销等环节一
体化推进，促进谷子产业全产业链高质
量发展，以特色产业品牌化引领全省谷
子特色产业集群快速发展。

会议推介并发布了河北小米、武安
小米两个区域公用品牌，公布了“河北
十大优质品牌小米”。中国作物学会粟
类作物专业委员会授予武安市“世界粟
之源”称号。会议全面展示了河北谷子
的文化底蕴和省优质谷子优势特色产
业集群的区域公用品牌建设成果。

大会衔接召开了“国际小米年?全
国谷子产业发展研讨会”，秉承“展成

果、促交流、扩影响”的办会宗旨，现场
邀请了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王慧军教授、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张健平研究员、
张家口市农业科学院范光宇研究员、山
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管延安研
究员、敖汉旗农业遗产保护中心徐峰主
任、中国农业大学赵启然副教授、武安
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宋杰等18位科
研院所、企业、政府代表等领域专家共
同为小米特色产业发展把脉献策。

会前，与会领导和嘉宾进行了巡展
活动，30余家谷子育繁推种业企业和小
米生产加工企业等参与了展示展销，众
多小米特色品牌产品纷纷亮相。会中，
还设置了小米宴品鉴会、基地观摩等系
列主题活动，与会代表通过实地考察，
对谷子种植、产业拓展等提出宝贵意
见，为推进我省优质谷子产业高质量发
展，提高河北小米品牌市场影响力，做
大做强谷子全产业链注入新的力量。

（河北省农业农村厅）

河北省召开优质谷子产业发展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