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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本报讯 林单丹 近日，从天津市人民
政府获悉，自“乡村振兴全面推进行动”
开展以来，全市新创建乡村振兴示范村
30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突破2万家，
“津农精品”认定品牌增加到225个，其
年销售额突破100亿元。2023年，天津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五个振兴”升
级加力。粮食安全基础进一步夯实，天
津克服旱情洪灾不利影响，全年全市粮
食产量255.7万吨，蔬菜产量253.7万吨，
新建和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32万亩。
天津都市型农业加快发展，小站稻产业
集群入选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蓟
州区上仓镇入选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
乡村旅游蓬勃发展，农文旅融合新业态
有效带动农民增收。和美乡村建设深入
实施，天津已提升改造农村公路251公
里、农村户厕8985座，完成农村房屋安

全隐患排查整治三年行动任务，乡村治
理水平进一步提升。

2024年，天津全力推进乡村全面振
兴，加快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学
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天津将坚持农
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一体推进，提升
乡村产业发展和治理水平，不断丰富城
乡融合发展内涵。做优现代都市型农
业，天津着力构建服务京津2个超大城
市的现代都市型农业体系和商品流通网
络。严守耕地保护红线，高质量完成50
万亩以上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粮食、蔬
菜播种面积分别稳定在550万亩和75万
亩以上，为超大城市有效供给重要农产
品。天津将发挥龙头企业作用，培育壮
大农村电商、“周末经济”“后备箱经济”
等新增长点，大力发展乡村物流，形成联
通内外、覆盖城乡、货畅其流的商品流通

网络。
发挥城市对乡村的带动提升和乡村

对城市的服务保障作用，加速集聚资金、
技术、人才等要素，多方导入文商旅体、
研学、康养等资源，搭建农文旅发展平
台，启动建设蓟州下营镇、宁河七里海镇
等12个乡村旅游示范片区，让乡村成为
市民度假休闲的向往地。

提质建设和美乡村，天津将深化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健全管护和运营
机制。强化垃圾处理、污水治理、厕所革
命、植绿护绿、村庄清洁美化。涉农区加
快推进紧密型区域医共体建设，提升镇
村两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高
水平创建乡村治理示范镇村。精心举办
“庆丰收”等系列活动，组织开展群众喜
闻乐见的文体赛事，充分展现新时代农
民风采。

天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做优现代都市型农业

近日，河北省滦
州市的大棚果树陆续
开花、蔬菜幼苗长势
喜人，农民们开始抢
抓农时对果树进行疏
花授粉、嫁接蔬菜秧
苗，大棚内呈现出一
派繁忙的景象。近年
来，该市大力引导农
民采取“合作社+基
地+农户”的模式，规
模化、标准化发展大
棚樱桃、黄瓜、西红柿
等果蔬种植，促进农
民增收，助力乡村振
兴。图为滦州市小马
庄镇一家蔬菜育苗合
作社的社员在大棚内
管护黄瓜秧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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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王胜强 近年来，河北省衡水
市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推进果蔬
进京入津，创建高品质果蔬产业示范区，
农产品加工业持续增规模优效益，农村
物流配送体系不断扩覆盖强功能。

冬季的衡水天气寒冷，在武邑县紫祥
农业专业合作社的羊肚菌日光温室内，温
湿度适宜，种植户正在用微喷带给栽培床
喷水，促使其尽快出菇。“该合作社2023
年新建19座日光温室，目前已全部投入
使用，是武邑县打造高品质果蔬产业示范
区的重点项目、保障供应京津蔬菜的重要
基地。”武邑县农业农村局生产股股长骆
文忠说。

衡水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果介
绍，全市2023年围绕果蔬产业发展，实
现了品质、规模、产量、效益、市场占有率
5个新提升，打造高品质果蔬产业示范区
和京津冀绿色农产品基地。积极推进露
地设施化、设施标准化，持续增加节地节
能节水等新型果蔬设施，新建和改造提
升设施果蔬3.16万亩，新增“万元田”
2.03万亩。全市实施农业产业项目181
个，总投资306.6亿元。

衡水市下辖的深州市聚焦净菜、预

制菜产业发展，充分发挥农业产业化和
食品加工产业基础优势，完善产业布局，
培育龙头企业，让“深州味道”飘香京津
冀。同时采取“互联网+农村超市（社区
超市）+农户”模式，简化流通环节，提供
交易平台，拓展农副产品上行和工业品
下行通道。

不仅是基础果蔬种植生产提质提
量，衡水市还着力实现农产品深加工、销
售链路的现代化，出台《衡水市“十四五”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等文件，搭建
土地流转服务平台，加强与农业科研院
所合作，组织新优特农产品线上线下展
销，在资金、用地、技术等方面全力扶
持。“衡水大力实施‘农业+’工程，找准现
代产业发展方向，面向京津冀城市群打
品牌、拓市场、拿订单，丰富品系满足不
同层次消费者需求，扩大农产品销路，延
长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做大做强净
菜和预制菜产业。”张果说。

一手抓农产品走出去，一手招引现
代农业项目走进来。在衡水市冀州区，
北京新发地衡水（冀州）农副产品智慧物
流园项目建设已接近尾声。“项目规划了
批发交易区、仓储加工区、电商服务区、

冷链物流区、配套服务区五大功能区。
建成后将具备4万吨冷冻冷藏、1.5万吨
生鲜蔬菜储存能力，年交易量可达120万
吨以上。”工程负责人张彪说，项目总投资
16亿元，占地420亩，总建筑面积20万平
方米，建成后预计年销售额在30亿元左
右。2023年，衡水市共签约引进农业重
点产业项目73个，签约引资127.71亿元。

目前，衡水市2023年生产的蔬菜在
北京市场上的占有率由2022年的5%提
高到了7%，高品质果蔬产品进入天津五
大农产品批发市场。衡水“京南大菜
园”、京津冀绿色农产品基地的功能效益
日益彰显。

“2024年，我们要加快建设现代农业
强市，在全力抓好粮食生产的前提下，继
续巩固提升果蔬的北京市场占有率、进
一步开拓天津市场。全力完善智慧化物
流信息服务平台，助力果蔬产业可持续
高质量发展。培育树立衡水农产品整体
区域公用品牌形象，推进10个特色优势
产业集群和28个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建
设，新增‘万元田’3万亩，农产品加工业
产值达到850亿元以上。”河北省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衡水市委书记吴晓华说。

衡水建设现代农业强市 高品质果蔬畅销京津冀

本报讯 2024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
略实施10周年。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在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京津冀党政
主要领导座谈会精神，推进京津冀协同
发展，日前，天津市农业农村委联合天津
市农科院，在津举办了“京津冀农产品市
场分析会商会”，来自北京市数字农业农
村促进中心、河北省农业农村厅、天津市
发展改革委、天津市商务局等相关部门
负责同志及专家30余人参加会议。

会上，京津冀三地分别分析交流了
2023年度主要农产品市场运行情况、产
销形势以及2024年主要农产品供需展
望。会议围绕农产品市场信息监测工作
中京津冀三地如何强化农产品产销衔
接、拓展市场信息数据共享与服务、健全
部门间联动机制等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
的交流。

与会人员纷纷表示，会后将进一步
加强合作交流，互相协作，学习借鉴、取
长补短，逐步构建多方联动的工作新格
局，努力打造京津冀三地农业信息分析
与共享协作新典范，为京津冀农业协同
发展走深走实贡献力量。

（天津市农业农村委）

本报讯 郭晓通 日前从河北省张家
口市农业农村局获悉，2023年，张家口
市发挥冷凉、错季特色优势，把发展设施
种植业作为农业强市战略产业来抓，推
进现代设施农业高质量发展，新建设施
农业10.31万亩，总面积达20.54万亩。

据了解，张家口市按照“区域化布
局、标准化生产、产业化开发、差异发
展、有序扩量、集中建设、提质增效”的
发展思路，全力打造“一环三区四带”
设施农业发展新格局。“一环”即以崇
礼区、万全区、宣化区、经开区、桥东
区、桥西区等6区为主的环城区高端设
施农业（种植业）产业示范区；“三区”
即按照坝上、沿坝、坝下三大地域特点
划分设施农业（种植业）不同类型功能
区；“四带”即以国家、省级特色农产品
优势区和中国地理标志商标产品品牌
提升培创为重点，发展特色鲜明、优势
集聚、产业融合、市场竞争力强的设施
农业（种植业）产业带，包括怀来—涿
鹿—宣化葡萄设施农业（种植业）产业
带、崇礼—尚义—赤城彩椒设施农业
（种植业）产业带、沽源—赤城架豆设
施农业（种植业）产业带、赤城—沽源—
张北—尚义—康保麒麟瓜设施农业
（种植业）产业带。

围绕设施农业布局发展，2023年，
张家口市积极争取各方资金支持，持续
加大投入力度。争取国家、省设施蔬菜
发展资金1618万元，支持16个县区的
54家企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新建及改
造提升设施棚室。争取北京市支持资金
140万元，打造提升7个环京津设施蔬菜
生产基地。引导社会资本投入设施农
业，投入衔接资金8亿元，撬动社会资本
近20亿元，重点打造张北县郝家营乡
4000亩连片设施农业园区等项目，带动
就业2360人，人均增收7826元。

2023年张家口新建
设施农业10.31万亩

京津冀农产品市场
分析会商会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