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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本报讯 郝东伟 近日，从河北省政府
新闻办召开的“河北省学习运用‘千万工
程’经验着力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
设”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河北省将聚焦提
升人居环境舒适度、特色产业集聚度、基
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乡村社
会善治度，实施六大行动扎实推进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提升行动。开展
村庄清洁攻坚战，建立健全村庄保洁长
效机制。高质量推动农村户厕改造，探
索推行农户自愿按标准改厕、政府验收
合格后补助到户奖补模式。完善城乡环
卫保洁、垃圾处理一体化模式，因地制宜
梯次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较大面积
农村黑臭水体实现长效管控、动态随清。

实施农村基础设施补短板行动。大
力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通过以奖代补
形式支持村内通户道路硬化。因地制宜

推进供水工程建设，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
到97.9%。科学布局水库、河道、堤防、蓄
滞洪区功能，加快完善防洪工程体系。

实施农村公共服务提升行动。加强
农村综合服务站建设，加快推进一站式
服务，推进镇村两级综合文化站、文化中
心建设全面达标。改善义务教育办学条
件，推进镇村幼儿园一体化管理。优化
乡镇卫生院和行政村卫生室设置，标准
化卫生室实现行政村全覆盖。

实施乡村特色产业提质行动。立足
乡村资源禀赋，培育发展特色种养、休闲农
业、乡村旅游、精品民宿、文化创意、生态康
养、农村电商等业态模式，着力推动农文旅
融合发展。培育发展现代农业产业园，推
行“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经营模
式，健全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支持村集体
领办创办合作社，盘活农村资产资源。

实施乡村治理效能提升行动。完善

村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体制机制，全
面提升村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
全面推行清单制、积分制、数字化等务实
管用的治理方式。

实施乡风文明提升行动。弘扬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开展听党
话、感党恩、跟党走宣传教育活动，镇村
两级综合文化站、文化中心建设全面达
标。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抓好高
价彩礼、大操大办等突出问题治理。

河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刘飚介绍，
到2028年，全省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
得明显成效，农村人居环境整体提升，有条
件的地区农村卫生厕所实现“愿改尽改、应
改尽改”，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稳定在
95%以上；乡村产业加快融合发展，新型农
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显著提升；城乡融
合发展水平明显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补短板取得显著成效。

近年来，河
北省唐山市迁西
县大力发展现代
农业，加快建立集
科技引领、特色种
植、休闲观光、科
普教育等多种功
能于一体的现代
农业园区，引入
无土栽培、食用
菌高效培育等技
术，促进农业增
效和农民增收，
助推乡村振兴。
图为农民在迁西
县某生态观光园
内打理无土栽培
的蔬菜。

牟宇摄

迁
西
县
发
展
现
代
农
业

助
推
乡
村
振
兴

本报讯 贾宏博 白亚军 这几天，虽
然室外天寒地冻，但位于河北省沧州市
青县的大司马现代农业园区温室大棚内
却春意盎然，紫叶甘蓝、佛头花椰菜、樱
桃番茄……各种蔬菜长势喜人，令人目
不暇接。

司马庄村从20世纪90年代便开始
大力发展设施蔬菜种植产业，如今，司马
庄村蔬菜种植园区核心区占地面积达到
1280亩，先后引进观赏南瓜、拇指黄瓜、
迷你菜瓜、樱桃番茄等适合采摘的特色
蔬菜1000余种，已成为集采摘、旅游、休
闲、娱乐于一体的农家生态观光乐园。

原来，这个智能保温棚内墙配备太
阳能袋，与棚内地下铺设的地暖管、地上
设置的通风管相连通，实现了水和空气
双循环。同时，还配备了智能可移动天
窗、遮阳系统、升温系统等自动化设施，
创造出适合作物生长的环境，即使到了
冬天，这里也能产出高标准的瓜果蔬菜。

围绕着“把蔬菜种出花样、种出品
质”，司马庄村一直在创新。走进占地

2400平方米的菜博园，处处都让人大开
眼界：三角立柱栽培、旋转A字架栽培、
鱼菜共生系统……各种先进的栽培技术
多达15种。

凭借有“颜”又绿色的蔬菜种植模
式，销量自然火爆。在大司马现代农业
园区蔬菜打包车间，工人们正忙着对刚
刚采摘下来的新鲜蔬菜分拣、打包、装
箱。“我们会选取9到10种当季蔬菜打包
成礼盒，销往京津冀市场及全国各地。
这样的蔬菜礼盒，我们一年可以销售40
万盒左右。”潘艳说。

“清晨青县园中菜，中午京津盘中
餐。”北依京津的沧州市青县，依托自身
区位优势以及特色鲜明的农产业优势，
积极打造京津市场的“菜篮子”，与北京
新发地、天津王顶堤等20余家大型蔬菜
批发市场，近100家客商建立长期合作
关系，年供京津蔬菜100多万吨，年销售
额可达30多亿元。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种业是保障
粮食安全的源头。走进沧州市青县河北

大禹种业有限公司的种子仓库，工人们
正忙碌地将不同设施蔬菜种子进行筛
选、分级，这些优质的种子将销往京津冀
等多个省市。小小一粒种子，一头连着
百姓生活，一头连着国家战略。河北聚
焦优势特色产业，培育一批高产优质、多
抗广适的突破性新品种。

“河北深入推进京津冀农业协同发
展，联合北京共建115个环京周边基地，
成为京津最主要的蔬菜供应省份。”省农
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刘宝岐表示，河
北地理位置优越，拥有京津冀1.1亿人口
的庞大消费群体，高品质蔬菜需求呈增
长态势。

刘宝岐介绍，河北是北方设施蔬菜
重点省，全省设施蔬菜面积达362万亩，
并保持着年增10万亩的发展势头，冬季
日供鲜菜和冬储菜近10万吨，夏季日供
近20万吨，多种蔬菜可实现四季生产。
净菜、鲜切菜、预制菜发展迅猛，蔬菜加
工企业达2171家，其中鲜切菜企业72
家，成为供应京津市场的新生力量。

青县特色果蔬“组团”进京闯市场

本报讯 周思杨 从天津市农业农村
委获悉，为做好元旦、春节“两节”期间蔬
菜稳产保供，天津市农业农村委组织10
个技术服务组深入蔬菜稳产保供基地，指
导经营主体因地因时落实好田管措施，努
力确保“两节”期间蔬菜市场供应稳定。

根据指导推动情况，当前，天津市蔬
菜生产形势总体稳定，主要蔬菜种类有
番茄、黄瓜、茄子等果菜和韭菜、菠菜、油
菜、芹菜等叶菜。整个冬春季都有蔬菜
上市，上市蔬菜以大路蔬菜为主，高峰期
集中在元旦春节前后。

据了解，为抓好“两节”期间蔬菜生
产，天津市农业农村委集中发力推动各
项工作顺利开展，组织召开了生产信息
监测统计专题培训，制定完善了蔬菜生
产和应对灾害技术方案，打造了一批设
施种植业提档升级示范区，推动蔬菜产
品有序上市。同时，天津市农业农村委
促进均衡供给，推进设施蔬菜“千人指导
万人培训”农技提升行动，对蔬菜集中产
区和受灾园区，采取蹲点包片、进村入户
的方式，帮助解决生产中的实际困难和
问题，扩大“菜篮子”产品生产规模，并搞
好产销对接，强化对蔬菜保供基地价格
监测力度，开展津农精品进社区等系列
活动，充分发挥冷藏保鲜设施作用，加快
大白菜、萝卜等耐储蔬菜冬储进度，提升
设施供需匹配效率，增强应急管理能力。

本报讯 周亚强 徐馨迪 近日，2023
首届天津?汉沽草莓文化节启动仪式举
行。仪式上，多家单位、企业进行乡村振
兴数字化发展战略签约，表示未来将从
各个方面开展广泛而深入的合作，为乡
村振兴数字化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据悉，2023首届天津?汉沽草莓文
化节从2023年12月持续到2024年5月，
在原有汉沽街道草莓文化节的基础上优
化升级，围绕草莓这一鲜明特色农产品，
打造“草莓经济+多元产业”场景，联动
汉沽新农业、新商业、新文旅、新产业等
多产业，通过开幕启动仪式、汉沽文化特
色集市、汉沽重点产业调研行动、汉沽新
经济发展交流沙龙、党建共建交流活动
等形式，培育新产业、服务新消费、实现
新突破。

本次草莓文化旅游节作为天津市的
草莓盛会，为天津市草莓种植户提供了
相互交流学习的平台，围绕草莓产业科
技研发、种苗培育、绿色生产、品牌创建
等，打造了“草莓全产业链研发平台”和
“草莓产业科技创新示范基地”，构建了
“草莓+科技”“草莓+展示”“草莓+休闲”
于一体的现代草莓产业体系。

同时，全方位展示了汉沽草莓产业
的新科技、新成果、新方向。据介绍，未
来，汉沽街道将不断探索“旅游+”发展
新业态，按照“农旅结合，以农促旅，以旅
兴农”的工作思路，借助互联网传播优
势，积极打造并落地“互联网+旅游+农
业”的发展模式，助力乡村振兴。

天津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将以乡村振兴和农商文旅融合发
展为抓手，进一步打响“津农精品”和特
色农产品知名度。

首届天津?汉沽
草莓文化节启动

天津落实好田管措施
确保“两节”蔬菜供应河北六大行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