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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本报讯 为进一步强化天
津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
查，抓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管工作，严防农产品质量安
全事件发生，市农业农村委
全面实施2个专项行动，组织
全市涉农区开展了为期一个
月的天津市农产品“质量月”
活动。

这次“质量月”活动中，天
津市共计开展活动180余个，

共抽检样品 3500余个，参与
企业数量390余家次，参与工
作人员数量 1600余人次，参
与群众数量 6700余人次，组
织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培
训 10场次，培训人员 420余
人次，发放资料 1300余份。
制作张贴挂图 2400余张，发
送宣传短信、微信、微博1000
余条。

通过“质量月”活动，各涉

农区、各执法机构加强了“双
随机、一公开”监管手段，严格
落实网格化智慧监管，强化日
常巡查检查。进一步普及了
农产品质量安全相关知识，带
动了农产品生产经营者的积
极性，推动形成了重视质量、
追求质量的发展趋势，营造了
良好舆论氛围，提升全市农产
品质量安全水平。

（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本报讯 近期，农业农村
部办公厅公布了第一批农业
高质量发展标准化示范项目
（国家现代化农业全产业链
标准化示范基地）创建单位
名单（共178个），天津市天津
嘉立荷牧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化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天津
技术服务中心、天津市武清
区青园蔬菜专业合作社（萝

卜）3个基地成功入选。
国家现代化农业全产业

链标准化示范基地创建工
作于 2021年正式启动，截至
目前，天津市共 6个基地被
农业农村部纳入现代农业
全产业链标准化建设创建
名单。

下一步，市农业农村委将
按照“有标贯标、缺标补标、

低标提标”的要求，加强统筹
协调，加大工作力度，强化政
策扶持。各示范基地按照创
建方案，从构建全产业链标
准体系、建立按标生产制度、
强化全程质量控制、打造绿
色优质农产品精品、发挥示
范带动作用等方面，扎实做
好示范基地创建工作。

（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本报讯 郝东伟 近日，京津
冀乡村产业振兴“头雁”培育联
盟启动仪式在天津举办。启动
仪式上，中国农业大学、河北农
业大学、北京农学院、天津农学
院4家“头雁”培育机构签订京
津冀乡村产业振兴“头雁”培育
战略合作协议，为首批入选“头
雁”培育现场教学基地的单位
进行授牌。

据介绍，京津冀乡村产业
振兴“头雁”培育联盟将聚焦乡
村振兴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强
农兴农为己任，致力于培养富
有社会责任感和具有创新精神
及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京津冀
“头雁”队伍。联盟将充分发挥
各培育机构的学科优势和专业
特色，围绕“头雁”发展需求，提
供全方位精品课程和精准的专
家服务，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人才支
撑和智力保障。

河北农业大学承担了2022
年“头雁”项目两期培训，组织

262名专家教授，围绕乡村产业
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
态振兴、组织振兴，创建了涵盖
作物种植、果蔬种植、动物养
殖、农机装备、农产品加工、乡
村旅游六大产业41个小类的专
题精品课程体系。

河北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
院相关负责人介绍，学校遴选
积极性高、带动能力强的学员，
共建“头雁”农业创新驿站。目
前已与河北巡天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行唐县几丁质红枣专业

合作社、石家庄市鹿泉区吉武
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等15个“头
雁”企业达成合作意向，把“头
雁”农业创新驿站打造成“头
雁”培育基地、技术集成创新基
地和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引领
区域农业产业发展。

此外，河北农业大学统筹
谋划、精心组织专家到北京、天
津、陕西、山西、河南等地实地
走访，认真遴选省外高质量实
践教学基地，大胆尝试省内外
结合的实践教学模式。组织农

业创新驿站班到陕西杨凌农业
高新技术示范区，蔬菜技术骨
干班到山东寿光、天津市、沧州
青县等地开展现场教学、实践
教学，创新培育模式。

目前，河北农业大学正积
极筹备 2023年河北省乡村产
业振兴带头人培育“头雁”项
目，重点在全省范围内遴选从
事高品质果品技术和中药材技
术、高品质蔬菜技术和食用菌
技术的280名骨干进行“头雁”
培育。

本报讯 范荣 大棚里，物
联网设备成了农作物的“保
镖”，实时监测蔬菜生长情况；
林场里，5G慢直播实时呈现特
色菌类的生长环境……据报
道，借助数字化优势，京津冀
三地的数字化种植场景遍地
开花，智慧农业蓬勃发展。

这些年，搭乘物联网、大数
据、云平台等新技术的东风，农
业领域迎来生产方式的深刻变
革。看种植过程，精准播种、智
慧灌溉、高性能智慧农机等装
备的推广，使耕作方式逐渐摆
脱了“靠经验、拍脑袋、看天气”
等束缚，生产效率大大提升；看
管理方式，农产品全产业链大
数据建设试点稳步推进，信息
加速整合开放共享，促进农业
生产组织更精准高效；看经营
模式，网络化助力电商新业态
蓬勃兴起，让农产品产销对接
更加顺畅。

以数字化赋能农业发展，
京津冀一直走在全国前列。这
些年，立足于协同发展大战略，
三地农业部门积极推进“京津
研发、河北落地”，不断加强农业
科技协同创新。成立京津冀农
业科技创新联盟，充分发挥联
合实验室等创新共同体的平台
作用，积极开展学术交流；推动
农科院通力协作，围绕区域农
业科技需求开展合作创新，为
农业提质升级提供有力技术支
撑；共建科研示范基地，实现成
果就地转化。互通有无、优势
互补、联合攻关，得益于握指成

拳的协同合力，京津冀农业科
技逐渐拧成“一股绳”，为乡村振
兴插上“智慧翅膀”，为农业现代
化注入新的生机。

从会种地到“慧”种地，沃野
农田上的深刻蝶变，见证了“农
业+技术”的无限潜能。随着数
字乡村战略深入推进，三地的智
慧农业还将跑出更快“加速
度”。当然，就目前来看，三地农
业生产组织化程度仍然不够高，
农村电商发展仍然面临要素短
板，品控非标准化制约着产出效
率提升，农业全产业链信息共享
机制仍需优化。在总结实践经
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快管理服
务数字化改造，补上人才服务短
板，畅通体制机制合作，农业高
质量发展的未来图景值得期待。

根据《京津冀农业农村协
同发展框架协议（2023—2027
年）》的总体安排，三地将围绕
加快产业协作对接、深化科技
创新交流合作等五大方面加强
合作。不断发挥协同之力，携
手并肩沿着智慧升级道路走下
去，将为推动乡村振兴贡献更
多经验。

京津冀三地
从会种地到“慧”种地 本报讯 张敏 近期，一场

以“青年”为名的集市在北京
大兴区拉开帷幕。这是“友邻
相聚?青春同行”社区青年集
市暨“优农?青选”2023年北京
农业在社区活动，友邻打卡、
志愿推广、农产品展销、趣味
互动、社区青春行动、非遗文
化体验、少先队员爱心义卖、
小哥加油站等展区为属地居民
提供融合吃、喝、玩、乐于一体
的消费体验。

在现场可以看到，集市上
不仅有来自大兴的桑叶茶、梨
膏、美丹饼干、葡萄酒等农副
产品，还有来自京郊各区的
“优农?青选”等多类别产品，
以及新疆多个地区的农产品
在集市现场进行展销。柳编、
面塑、烫金版画等各种非遗文

创产品及非遗体验活动也吸
引了不少居民前来参与。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集市
还增设了小哥加油站特色展
区，详细介绍大兴区小哥加
油站点位分布及功能，在集
市现场为青年小哥骨干成员
送上共青团专属服务包并颁
发“小哥观察员”证书及权益
卡，动员两新青年群体积极
参与基层治理。

在爱心义卖展区，社区青
年汇收集属地少先队员们的
书法、绘画、手工等作品 200
余件进行现场售卖并发放爱
心证书，吸引了众多居民驻
足挑选，最终义卖收益将全
部捐赠给北京青少年基金
会，用实际行动将爱传递。

本次集市还吸引了多家

辖区企事业单位青年志愿者
参与其中，活动现场提供健
康义诊、肩颈按摩等便民服
务。在社区青年汇展台，青
年志愿者们向辖区居民热情
介绍了社区青年汇开展的各
项活动，宣传推广公益志愿
服务理念，吸引了百余名青
年现场加入社群。

据悉，作为北京城市共青
团改革的重要载体，今年以来，
团北京市委创新工作方式，链
接多方资源，已在全市组织开
展12期“友邻相聚 青春同行”
社区青年集市，累计服务辖区
居民8万余人次，为130余家农
户拓展销售渠道，活动现场销
售总额超310万元，有效促进
了北京农产品销售，广泛宣传
了首都农业现代化发展成果。

北京：青年集市助力农副产品销售

京津冀乡村产业振兴“头雁”培育联盟成立

天津获批创建3个国家现代化
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示范基地

2023年天津市农产品“质量月”活动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