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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本报讯 岳付玉 从天津农村产权交
易所（以下简称天津农交所）获悉，2023
年，天津农交所把对农村资源要素“盘活
存量、培育增量、提升质量”作为主责主
业，全力投入乡村振兴全面推进行动，完
成交易8492宗，规模近105亿元。

2023年7月，蓟州区供销合作社联
合社全资子公司——天津市蓟州区冷
冻厂迎来好消息。其中一个123平方米
的门市房屋使用权在天津农交所挂牌
成交。该房屋挂牌价格31.8万元，流转
期3年，在电子竞价系统经过33分钟、7
轮次报价，最终以61.5万元的价格成
交，溢价率93.4%，为蓟州区冷冻厂增收
近一倍。

2023年8月，天津市津南区乡村振

兴建设项目——双桥河镇孙庄子村7
套闲置住宅，通过天津农交所实现流
转，成交价86400元/年，流转期20年。
闲置的土地“流”出了活力、“转”出了
后劲——流转的土地用于打造特色民
宿，为津南区做优做强乡村旅游产业
“添秤”。

近年来，天津农交所建立了覆盖全
市10个涉农区、154个镇（街）、3624个村
的“市—区—镇（街）—村”四位一体的农
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服务体系，打通市
场“最后一公里”，便利农民就近办理业
务；创新采用“一网一书一链”模式，与天
津市集体资产管理系统互联互通，由天
津农交所颁发统一交易鉴证书，并将交
易信息独立上传区块链赋值，全力保障

交易双方合法权益；建立电子保函专区，
实行电子保函替代现金保证金，有效降
低交易主体的交易成本，释放经营活力；
推出财税咨询服务，助力村集体经济组
织建立市场化运行机制。

不仅如此，天津农交所严格落实降
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政策要求，对村集
体经济组织和农户免收服务费，对其他
市场化主体平均收费保持在全国最低
水平。

截至2023年年底，天津农交所累计
组织完成各类农村产权交易20533宗，
成交金额328.18亿元，涉及土地200.91
万亩。农村产权进场交易区镇两级实现
百分百全覆盖，累计带动农民增收13.80
亿元，惠及农户33.27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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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24年1月9日—11日，“河
北品牌农产品产销对接暨河北孟极智慧
农贸市场基地直销招商会”在河北省保
定市举办。来自江浙沪地区的30余家
采购商和河北省136家品牌农产品生产
经营主体代表共计200多人参加了本次
活动。

为了让河北品牌农产品走向更广
阔的市场，近年来，河北以“请进来，走
出去”为工作思路，不断加强河北品牌
农产品产销对接工作。依托多样的地
貌和优质的气候，河北的农产品不但
品类多样且品质上乘，长期以来受到
全国各地采购商以及消费者的青睐和
肯定。

本次活动以提高河北品牌农产品在
江浙沪地区的市场占有率为目标，展品
涵盖了种植、养殖、水产、深加工、预制菜
等类别600余种。通过将江浙沪等地区
的采购商请到河北，让产销双方现场交
流，深入了解彼此需求。

活动中，采购商品签展品、走访观摩
企业、与企业代表座谈交流，听取企业产
品推介，对农产品生产过程深入了解，9
对目标企业达成合作意向，累计签约金
额6750万元。

河北地貌多样，气候适宜，有着品
类丰富，品质上乘的农产品。河北省农
业农村厅相关领导表示，近年来，河北
大力推动高质量农业发展，围绕“独有、
特有、富有”的农业发展方向，着力打造
了一批农业区域公用品牌，扶持带动了
一批企业品牌。当前，河北乳品、食用
菌、小米、板栗等特色产业，在产量和品
质上均名列前茅，能有效满足广大消费
者日益多元化、优质化的消费需求。同
时，希望产销双方在未来持续深入合
作，互利共赢，为河北农业的发展提供
宝贵帮助。

保定市农业农村局相关领导表示，
近年来，保定围绕“一产往后延、二产两
头连、三产走高端”的发展思路，正逐步
发展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的都市农业先
行区、智慧农业和乡村振兴示范区。此
次活动在保定市召开，保定将以更大的
诚意和开放，诚邀各位采购商，与企业
加强合作，将“保定味道”推向更广阔的
市场。

保定市竞秀区相关领导表示，近年
来，竞秀区围绕“农业强、农村美、农民
富”总目标，以区域为中心，以城乡总体
建设为目标，立足城郊农村得天独厚的

地理优势和农业资源优势，全力做好品
牌农业建设。

本次活动受到了江浙沪采购商的广
泛关注和参与。中国食文化研究会相关
领导表示：河北农业发展水平高，产品种
类丰富，质量优越，符合江浙沪地区消费
者的理念和需求。希望未来能同更多的
河北农业企业交流合作，让江浙沪地区
的老百姓吃到河北美食，了解河北文化，
分享河北农业品牌。

在企业推介环节中，来自江浙沪的
渠道商代表们分别发布了采购需求。同
时，河北孟极智慧农贸批发市场宣布招
商政策，来自河北省12家企业代表向在
场采购商就自身企业实力、产品优势等
方面进行讲解推介，让采购商更加深入
地了解河北品牌农产品，激发合作兴趣。

此次对接会搭建了河北省同江浙沪
等地区的交流平台，开启了河北农品进
入南方市场的新局面。今后，河北在做
好产业发展的同时，不断探索新的市场
渠道、构建新的共赢模式、创造新的合作
机会，让河北优质品牌农产品走进更多
的家庭，依托品牌价值助力产业振兴、乡
村振兴。

（河北新闻网）

河北品牌农产品产销对接大会在保定成功举办

本报讯 徐斌 春节将近，年味儿渐
浓，田野之上，春意正在冬的积蓄中悄然
涌动。从天津市区出发，驶过天津大道
经过壮观的国家会展中心场馆群，古镇
小站蓦地出现眼前。这里是国家名特优
产品、国家地理标志品牌小站稻的核心
原产地，小站稻振兴以来，又有哪些新的
故事发生在这里呢？

在小站镇盛字营村，盛坤田园家庭
农场紧邻马厂减河。“我们农场所在的
位置是过去小站稻老稻田之一，也是现
在小站稻的核心种植区之一，小的时候
我就在这儿的稻田里玩耍。”盛坤田园
家庭农场负责人齐熙彬是地道的小站
人，小站稻田里的故事，曾是他全部的
童年记忆。

曾为北方人共同回忆的“小站稻”，
20世纪60年代却因天津流域水系调整，
小站地区缺水几近绝收。2018年，天津
出台《小站稻产业振兴规划》，全面推动
小站稻产业振兴。小站镇下大力气整治
水源、疏通农田沟渠、优化农田供水系
统，改善水环境质量。环境和政策越来
越好，齐熙彬等农户有了“寻味”小站稻
的念头。2019年，齐熙彬和妻子孙振菊
将经营了多年的水产养殖农场转型为以
小站稻种植为核心的家庭农场。

有历史、有传承、有决心，但精品小
站稻的种植需要的远不止于此。“品种已
经培优、水土发生了变化、现代化的种植
方式也需要重塑标准。”齐熙彬和孙振菊
变回小学生。天津市农业发展服务中心
专家为其介绍了专项培训班，还到地里
重新检测土壤，筛选出最适宜种植的小
站稻品种“金稻919”“津原U99”，并且专
业化“打磨”种植方案。

家庭农场更得到天津市农业农村委
支持和各种补贴。走种养结合，生态循
环之路，将家禽粪便发酵后还田培肥地
力，如今，齐熙彬约350亩的稻田里，稻
蟹共生，稻养蟹，蟹养稻，相映成趣。小
站稻的味道，在绿色种养中回来了。农
场也被评为了市级示范家庭农场和农业
科技示范基地。

现在镇域内的高速公路高架桥行
驶，路旁标准的小站稻田已成为新的地
标。不仅农田规整，田里也越来热闹。
“去年‘十一’期间，小站稻田‘破圈’了，
最多时有一天来了300多名游客”孙振
菊感叹，自身接待能力、基础设施还有待
提升。2024年，夫妻二人要围绕小站稻
种植打造集露营、垂钓、采摘、水稻文化
研学为一体的田园综合体，大家近距离
地感受健康绿色的田园生活。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
国家南繁基地时关切询问‘小站稻’。同
年10月，天津出台《小站稻产业振兴规
划》开始全面推动小站稻产业振兴。”天
津市津南区小站镇党委书记倪正明介
绍，立足小站稻原产地优势，小站镇不断
提升小站稻种植的规模和品质，筛选优
良稻种“金稻919”“津原U99”等，小站稻
种植面积也从2015年的3500亩增长至
2023年的1.38万亩；并且积极探索立体
养殖模式，开展稻蟹种养一体化种植
3729亩，实现一地双收。小站镇的津门
绿禾飘香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及天津梦
醒、浩鹏（盛坤田园家庭农场）等合作社
发挥龙头带动作用，不断开发小站稻高
端产品，提升小站稻品质和市场影响力，
擦亮了小站稻原产地金字招牌。

天津市绿色种养擦亮
小站稻原产地金字招牌天津农交所2023年交易规模近105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