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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本报讯 师源 王娟 近日，首届京津冀露地
蔬菜产业创新大会暨2023“玉田供京蔬菜”高质
量发展大会在河北省唐山市玉田县召开，来自
国家蔬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各大院所专家教
授、京津冀农产品行业联盟等协会和京津冀客
商共200余人参加活动。

“以品牌推广、产销对接、信息交流为主线，
重点安排基地观摩、特色农产品展示、产销洽
谈、主题报告会等活动。”玉田县蔬菜产业发展
中心主任艾会暖说，大会通过举办各项活动，全
面分析京津冀蔬菜产销形势，展现玉田蔬菜全
产业链发展成果，为京津冀露地蔬菜产业创新
发展分享玉田经验。

10月22日，在特色农产品展示区现场，北京
一家超市客商正在与玉田华瑞种植农民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王怀宇进行洽谈，当天就定下了100吨
白菜运往北京。

“今年，合作社种植的白菜品质好，销路却
不太好。正在我们发愁的时候，县里组织了这
场大会，帮助我们拓展了销售渠道，解了燃眉之
急。”王怀宇说，仅一上午就有三四家企业与合
作社达成了初步意向合作，“通过此次大会，我
们与北京一家有过合作的超市深化了联系，采
购品种从单一的白菜拓展到大葱、秋甘蓝等多
个品种。有政府帮我们搭平台、拓市场，我们发
展信心更足了。”

在特色农产品展示现场，设有特色农产品展
销、农资展销等6个展区，集中展示玉田县精品蔬
菜、粮食、畜牧等产品1000余种，以及智能水肥一
体机、移栽机等新技术、新装备100余种。同仁

堂、久美斋、华瑞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等60多家
企业及合作社参展，现场达成采购意向15个。

“玉田蔬菜产量大、品质优、科技含量足，深
受市场喜爱。此次大会，我们组织了50余家京
津冀客商参会，并通过订单、定向等采购模式，
与玉田农业企业及合作社进行深度合作。”国家
蔬菜科技与产业创新联盟副理事长、京津冀农
产品行业联盟秘书长尹作丰说。

近年来，玉田县高度重视蔬菜产业发展，着力
推动蔬菜产业品牌化、规模化、品质化和产业化发
展，形成以露地种植与设施种植交替补充、四季常
青、周年供应的发展格局，蔬菜常年播种面积40
余万亩，产量214万吨，均居河北省首位，涵盖35
个种类、180多个品种，先后被授予全国菜篮子产
品生产先进县、中国大白菜之乡、中国蔬菜产业龙
头县等荣誉和称号，成为京津冀地区蔬菜市场的
重要供应基地。

本次大会邀请了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
研究所、国家蔬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河北省现
代农业产业体系露地蔬菜创新团队等业内平台
专家围绕蔬菜产业发展、品种培优、品质提升、
品牌建设、市场形势等，开展了专题报告，为京
津冀蔬菜行业创造了技术交流、经验共享、产销
对接的重要平台。

大会还举行了“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
研究所研究生试验创新基地”“国家蔬菜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玉田工作站”“天津市农业科学院蔬
菜新品种创新基地”“河北省露地蔬菜创新示范
县”“京津冀（玉田）蔬菜直采直供服务中心”授
牌仪式。

□ 林单丹

金秋十月，田野有了自己的
独特香气。在天津市宁河区，一
眼望去乡野田间一片丰收景
象。宁河区岳龙镇红薯种植基
地里，香甜的蜜薯进入到收获
期，田地的空气中也充满蜜意。
伴随机械的轰鸣，一个个红薯破
土而出，躺在田间静待收获。

小镇另一端的厂房生产线
上，蜜薯被包装加工，“土特产”
正成为洋气的商品零食，即将销
售全国。这条生产线，肩负镇域
产业的转型升级。岳龙镇多年
来以辣椒生产加工远近闻名，高
峰期岳川辣酱在全国30个省市
年产值8500万元。“现在，小镇利
用原有的辣椒产业储藏加工优
势，进一步发展蜜薯产业，香辣
与香甜在这里得到最好融合。”
岳龙镇党委书记赵东亚表示。

甜到心里的精品“土特产”

在微信朋友圈中，“镇长说
甘薯”的视频“破圈”了。“红薯王
者看‘红瑶’，顶级‘红瑶’在岳
龙，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中国
‘红瑶’之乡，天津市宁河区岳龙
镇。”背着草帽、行走在地头、晒
得黝黑对着镜头娓娓道来的正
是岳龙镇镇长薄立江。这个“镇
长说甘薯”的视频发出4期，点
赞过万，从产量的秘密到加工的
智能分拣，全方位展现了岳龙镇
的红薯实力。

在岳龙镇的农田中，村民忙
着去泥、初拣、装箱，感受着丰收
的味道。“长得特别好，产量又
高，今年红薯大丰收，特别高
兴。”种植户尹瑞、尹俊艳华手捧
着红薯说。岳龙镇小田村种植
户张博的红薯产品，每亩增收更
是达到了30%。

让农户如此开心的红薯，正
是岳龙镇从宁河区这样的农业
大区崛起的法宝。“此前，镇里种
植大田作物经济效益低，要想提
升亩产效益就要转型经济作
物。”薄立江介绍，在镇里的调研
中了解到，岳龙镇特有的黏土地
和地下水，恰恰适合蜜薯生长。

在4年的时间里，镇里先后
对“烟薯25”“红瑶”“济薯26”等
8种红薯的品种进行试种筛选，
最终选出“红瑶”是最适合本地
种植的高端品种，并在全镇推广
种植。“在镇里和农技人员指导
下，一亩地产量可达4000斤左
右，而且糖度可以达到50度。”
张博介绍。

在岳龙镇党委、政府大力推
广下，“红瑶”甘薯品种种植面积
从最初的几十亩，已经发展到今
年的6400亩。每亩地收入9000
元，利润3000元，带动全镇人均
增收1000元。目前，小田村500
亩的红薯正在进行收割。在红薯
收获期间，镇里组织了30台红薯

收获机，与村民一起作业，全镇
1.1万亩的红薯地陆续收割，不少
食品公司前来收购。在田间地头
挑选红薯的薛记炒货相关负责人
表示，该镇“红瑶”甘薯形状、颜
色、味道和口感很好，他们通过
订单种植的方式深度合作。

依托优势产业甜辣共发展

除了满足市场红薯的供应，
岳龙镇也准备打造自己的红薯
品牌。在收获后的40天糖化期
里，岳龙镇的红薯深加工基地同
步建设，深加工产品今年也将投
入市场。“红薯产品已经卖到了京
津地区及江浙一带，还有冰薯、冰
激凌薯等深加工产品推向市场，
提高附加值。”薄立江介绍。

实施品牌战略是提高农产
品市场竞争力的有效途径。岳
龙镇镇域内的岳川食品龙头企
业有着成熟的辣椒产业深加工、
新产品研发能力，从龙头企业
“取经”，镇内也建起红薯仓储
库、红薯深加工厂。

“目前，我们正在推动实施
椒薯产业制品加工生产线项目，
延伸产业链，把本镇的红薯产业
打造成集种、产、加工、销售于一
体的全产业链模式，提高产品附
加值，带动种植农户进一步增
收，推动产业多元化发展，助力
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天津市
岳川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霍宝月介绍。

“岳龙镇深入落实‘十项行
动’，围绕‘一椒一薯’两大特色
产业，借力‘乡村振兴专项债’和
‘产业强镇’两大项目，打造集育
种、种植、仓储、加工、销售于一
体的两大全产业链，吸引周边的
群众参与到特色产业中来。”赵
东亚介绍。依托甘薯和辣椒，岳
龙镇全力构建椒薯全产业链，打
造集育苗、种植、存储于一体的
岳龙甘薯产业园；集椒薯系列深
加工产品于一体的岳龙产业融
合发展示范园；集椒薯加工、展
示、销售于一体的岳川产业园，
拓展冰薯、薯干、薯粉等特色薯
制品产业链。

椒薯产业是辣和甜的叠加，
看似无关的产业在这里混搭出
来“奇味”。2023年，岳龙镇共种
植甘薯1万余亩，产值达到9000
万元，全年人均增收1.6万元；辣
椒种植面积达2400余亩，产值
达到1600万元。

丰收与销售齐头并进，优质
农产品才能“走出深闺为人
识”。近年来，作为传统农业大
区的宁河，打出畅通销售渠道
“组合拳”，充分挖掘区内绿色食
材资源优势，组织“宁河米仓、美
食天堂”系列活动，接续开展“美
食进津城”“美食进大众”“美食
进滨城”等特色活动，集中展示
宁河美食风貌、农特优产品和乡
村振兴成果。

“奇味”小镇的甜与辣
——天津市宁河区岳龙镇椒薯产业发展纪实

本报讯 李书杰“现在监测到土壤墒情
65.4%，低于小麦的适播墒情，该浇水了”。近
日，在河北省邢台市宁晋县换马店镇北楼下村
“全国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县”粮食产业无人智
慧农场示范基地，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
研究所研究员贾秀领边说边拿出手机，打开
APP，远程操控，不一会儿麦地开始喷灌。

这是笔者在该基地看到的智慧农业一角。
在这片近300亩的示范基地上，除了建有智

能控制中心以外，还建有一座小型气象站、多个
探测土壤湿度的探头装置以及遍布田地的浅埋
滴灌和喷灌管道。采用北斗导航的小麦播种拖
拉机在田地里轰鸣而过，对头播种的垄间距严
格控制在15厘米，确保了行距的一致性。

据悉，在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研究
所贾秀领研究员的带领下，基于科技赋能、数字
赋能、服务赋能等先进理念，宁晋县率先开展农
业农村现代化探索，打造“宁晋三农数字综合服
务平台”，其中包括大数据平台、小麦产业平台、
智慧种植平台和手机APP等四大板块。通过物
联网视频监控、微气象站等覆盖了宁晋县域内
80%的乡镇，能实时监测作物长势并实现智能预
警，查看不同监测点的宏观长势分析。

利用无人机搭载（结合固定点连续监测）多
光谱相机监测的植被指数（NDVI）和叶绿素指
数（CI），可准确了解小麦长势和氮肥吸收过
程。利用热红外成像能灵敏指示麦田干旱情
况，利用光化学反射指数（PRI）能够准确判断小
麦叶片衰老过程，依据这些参数就可以按照作
物对水分和养分的需求规律，进行科学灌溉和
施肥精准管理计划，实现节水节肥、增产增效；
可以指导小麦一喷三防，及时喷施叶面肥，防早

衰，增加粒重，实现增产；最后通过手机APP，远
程控制喷灌、滴灌的水肥一体化管理设备，实现
24小时不间断自动灌溉和施肥。系统对接了智
慧农机平台，还可以自动规划作业路径，进行无
人化耕整地作业，智慧农场实现了耕种管收全
程无人化作业。平台对小麦标准化绿色种植过
程形成一套可溯源的数据档案。既实现了小麦
产量提高，也向社会提供优质小麦食品。

另外，该平台实现了从种子企业、农机企业、
种植企业、加工企业、仓储企业、贸易企业等全链
条经营主体的数字化，通过对不同主体能力的数
字化分析，为产业规划发展提供数据支撑。

目前，以智能设备和科技服务数字化为基
础，针对全产业链存在断点，衔接不畅等问题，
打造了以订单+金融贷款+期货保险等增强利
益连接机制的宁晋小麦模式，解决小麦种植经
营主体销路难、贷款难、理赔难等农业问题，提
升小麦产业的抗风险能力。

贾秀领研究员表示，目前，河北省农林科学
院专家和河北省数字农业研究院组成了专家团
队，正在按照“信息化感知、智能化决策、无人化
管理”的思路，进行核心技术攻关，特别是多光
谱监测的作物长势参数和土壤墒情、气象参数，
这些多源数据进行在线实时融合、研发智能算
法，建立小麦水肥管理AI模型，由人工智能自主
生成溉施肥方案、全生育期（不是单次的）的自主
灌溉施肥等，真正实现小麦耕种管收全程无人化
管理。这一技术目前处于国内领先水平，预期今
年年底可以完成。这项技术将逐渐摆脱种植对
人经验的过度依赖，引领小麦产业从经验式、粗
放式向数字化和科学化、精细化转型，通过科技
赋能和数字赋能，助力农业现代化发展。

数字赋能助力宁晋县现代农业智能化提升

首届京津冀露地蔬菜
产业创新大会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