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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本报讯 王昆 寒潮天气来袭，给冬
季蔬菜生产带来不利影响。河北各地
农业部门和电力部门组织技术人员深
入蔬菜大棚生产一线，指导农民及时做
好大棚防寒防冻，保障蔬菜稳定供应。

“乡亲们，遇到低温天气，咱们一定
要注意调控大棚里的温度湿度，增强保
温抗寒能力，有条件的及时补光，尤其
是蔬菜育苗要加强苗床保温，强化苗期
病害防控……”在衡水市冀州区西王镇
东罗口村的北京新发地果蔬驿站示范
园区，冀州区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科科长
汤新凯带领农业技术人员走进蔬菜大
棚，指导种植大户开展低温状态下的蔬
菜管护工作。

近年来，衡水市冀州区依托独特的
自然区位优势，通过与北京新发地集团
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正在合力打造京津
绿色农产品供应基地和冀中南农副产

品交易大枢纽。
据冀州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闫小

朋介绍，针对当前寒潮低温天气，他们
将组织农业技术人员持续开展“点对
点”指导，避免急剧降温对蔬菜生长造
成不利影响。

“一定要做好保温被覆盖、棚膜加
固，以及增温设施准备工作，根据果蔬
品种做好控温工作，提前关闭通风口。”
在邯郸市永年区盛业家庭农场，永年区
农业农村局特色产业科科长罗春青一
边查看大棚果蔬长势，一边叮嘱道。

今年，邯郸市永年区设施蔬菜播种
面积21万余亩，涵盖油麦、生菜、芹菜等
100多个蔬菜品种。据罗春青介绍，他
们派出12支科技小分队指导菜农做好
增光补光、保温蓄热、通风降湿等田间
管理工作，预防低温冻害的发生，保障
蔬菜增产增收。

为保障辖区蔬菜大棚可靠用电，国
网石家庄供电公司建立专项服务台账，
重点检查蔬菜种植基地的照明、抽水、
喷灌、卷帘机、插座开关等，做好供电抢
修服务和安全用电指导。

在辛集市旧城镇的韭菜大棚里，国
网辛集市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正检查棚
内的通电导线、卷帘机、取暖设施、灌
溉、抽水等设备。种植户胡宝骏说：“眼
看着天气越来越冷，我就怕棚里断电停
暖，菜都冻坏了。供电部门帮助检查用
电隐患，我这心里踏实多了。”

国网辛集市供电公司营销部主任
孙晓元表示，公司组织技术人员对大棚
种植户的供电线路设备开展“拉网式”
隐患排查，主动帮助种植户更换老旧的
闸刀、插座开关、漏电保护器和破损的
导线，消除各类农业用电安全隐患，确
保大棚内的蔬菜温暖过冬。

本报讯 近年来，河北省武安市农业
农村局始终将高素质农民培育作为乡
村人才振兴的重要抓手，在完善工作机
制、强化过程监督管理、加强典型示范
等方面下足功夫，不断提升培育工作质
效。该市围绕农村人才发展需求，紧密
结合武安实际，培养了一大批乡村振兴
发展的高素质农民人才大军，为武安农
村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智力支撑和
人才保障。

积极探索党建+培育的新思路。重
视党建工作在高素质农民培育中的重
要作用，每个班次都邀请思政老师给参
训学员上党课，夯实基层党建，发挥党
员带头作用，不仅能带动课堂学习效
果，还能带动农民致富发展，从而推动
乡村振兴工作氛围。把党建工作融入
到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中，两项工作同
部署、同推进，培养党建带头人的同时
又培养了致富带头人。

突出产业特色，探索培育新模式。
按照河北省、邯郸市高素质农民培育工
作部署，结合全市产业特点，不断创新
培训思路和方式。为进一步提升粮油、
生猪、中药材等传统主导产业推动现代
农业发展，该市围绕主导产业抓培训，

围绕保供、衔接、建设、改革等重点任
务，开设专题培训班，运用信息技术手
段开设了线上线下培训模式，增设党史
学习教育、政策文件宣讲，开设绿色农
业发展理念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等专题
课程进课堂。此外，还和妇联、共青团
紧密合作，开设女性农民专班和青年农
民专班，为高素质农民队伍不断注入新
鲜血液，逐步探索形成了“分层次、分类
别、分产业”和“集中学习+实习实训+优
秀企业参访”的培育模式。

实习实训提档升级。纸上得来终
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为确保高素质
农民实训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在全市
遴选了5家设施环境好、示范能力强的
高素质农民培育实训基地，充分发挥
“土专家、田秀才”在实践操作中的优势
作用，通过聆听基地创始人的农业梦想
创造史，实地观摩农业新技术、新品种
带来的视觉效果，亲自动手操作新型农
业生产模具，将理论上的知识转化为实
践，让他们成为学得好、干得好、带得好
的“三好”农民。特别是发挥农广校系
统的农民田间学校在实习实训中的重
要作用，积极帮助学校进行提档升级，
完善各项实习实训设施，更好的为高素

质农民培育提供主阵地。目前武安白
沙农民田间学校已被评为“全国100个
优秀农民田间学校”。

加强典型培育，发挥示范引领作
用。在培育过程中，挖掘全市高素质农
民创业创新典型做法和典型经验，并将
好做法、好经验在后续的培训中全方位
进行展示宣传，同时以“头雁”带领“群
雁”，发挥其在乡村产业发展中的示范引
领作用。武安市优秀高素质农民学员王
杰，通过高素质农民培育，从一个靠传统
种植方式生产的农场主转变成为了一个
远近闻名的种植专家、能手，走出了一条
学习科技、依靠科技勤劳致富的成功之
路。2022年还被推荐为河北省第一批
“头雁”赴杭州参加浙江大学培训。

下一步，武安市农业农村局将坚持
以培育为纽带，加强前端的政策引导和
后端的服务支撑，拓宽高素质农民培育
的发展路径，将聚焦稳粮扩油保供等中
心任务，进一步加强培育体系建设，精
准制定培育方案，强化培训监督管理，
加快培养适应农业产业发展、满足乡村
建设需求的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
管理的高素质农民队伍，助力乡村全面
振兴。 （河北省农业农村厅）

武安市努力打造乡村振兴人才“新引擎”

本报讯 林单丹 水产品品牌通过有机
产品认定，体现着区域农产品质量安全高
质量发展成效。今年，天津市于桥水库
鲢、鳙鱼喜获首张水产有机产品认证证
书。天津水产品有机养殖，有效提高了水
产品质量，促进了水产养殖业的健康发
展，实现了水产养殖业与环境保护的协调
发展。

有机农业作为乡村特色产业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
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天
津市农业发展服务中心积极开展有机农
产品培育工作，立足提质，助力培育品牌，
多次组织专技人员深入蓟州区于桥水库
进行技术服务，引导企业充分挖掘资源优
势，结合有机生产的技术要求，发展有机
水产品。

于桥水库是天津市重要的饮用水
水源地，占地135平方公里。水库内环
境无污染、水质优良，生长的鲢、鳙鱼不
投喂任何人工饲料，肉质细腻鲜嫩、爽
滑清香、自然鲜美，具有申报有机产品
的优势条件。为此，天津市农业发展服
务中心以加强天津市农业高质量发展
及品牌培育工作为原则，多次与企业及
水产业专家召开有机水产品培育座谈
会，组织企业申报有机产品。该区域发
展有机水产养殖，促进保护淡水生态环
境、提高水环境质量，而且有利于水产
品质量安全，从而实现水产养殖业与环
境保护的协调发展。

下一步，天津市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将
继续以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为核
心，立足天津市特色产业，着力提高农业
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为筑牢筑强农业品
牌竞争力提供技术支撑。

宁晋县高质量建设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天津市于桥水库
鲢鳙首获有机认证

本报讯 李三虎 近年来，河北省邢台
市宁晋县高质量建设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推动农业持续增效，农民持续增收。

探索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宁
晋县委、县政府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农
业生产性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关于
推广垄上行“四位一体”等三种新型农
业生产经营模式、助力乡村振兴工作实
施方案》，有效构建农户、村级组织、公
司、专业合作社四方利益联结机制，以
“土地入股+保底分红”的方式，让农民
融入现代农业发展，分享二、三产业增
值收益。截至目前，全县农业生产托管
组织 69家，托管服务达到 400万亩次，
亩均增收150元左右，涌现出垄上行、兆
远、飞耀合、润风等一批粮食生产规模
合作社。

培育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今年
新注册农民专业合作社48家，全县达1498
家，其中各级示范社122家；新增家庭农场
165家，全县达1118家，其中各级示范农场
118家。组织农业产业化带头人、农村两
委负责人、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
粮大户，累计多形式托管土地110余万亩
次，开展农业机械化耕作、测土配方施肥、
农作物统防统治、农产品加工、农资服务、
农业技术咨询及推广等服务，因地制宜解
决了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后“谁来种地，
怎么种好地”的问题。

河北全力应对低温寒潮
保障冬季蔬菜供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