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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本报讯 苏凯洋 近年来，河北多地紧
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推动“河北净
菜”走进北京的食堂、超市、社区，形成了
以净菜加工为核心的现代化全产业链，
主要“菜篮子”产品在北京市场占有率均
超过四成，既丰富了北京市民的“菜篮
子”，又鼓起了河北农民的“钱袋子”。

春节期间，本是农闲时节，新乐市东
名村新农红薯种植合作社的几位社员却
没闲着。从一月初至今，他们一边忙着
开单卖菜，一边进行种薯扩繁，为春节后
的蔬菜供应作准备。

“最近是蔬菜保供的关键时期，订单
多得忙不过来，今天又要出库3000斤左
右红薯，全部是北京来的订单。”合作社
理事长贾拴成说。

近几年，借势京津冀协同发展，贾拴
成带领合作社与中国农业大学、河北省
农林科学院合作，连续引进产量高、口感

好的新品种，使合作社的红薯产量和品
质大幅提升，目前合作社年产红薯50吨
左右，在北京市场上供不应求。

在固安县顺斋瓜菜种植专业合作
社，一筐筐新鲜蔬菜被送到加工车间。
清洗、消毒、切配、打包……经过多道规
范工序，带着泥土的蔬菜在这里变成一
袋袋包装精致的“鲜切净菜”。

“合作社种的蔬菜大多往北京卖，
多年来不愁销路。现在要进行净菜加
工，又在村里招了不少人，我也在家门
口有了一份好工作。”今年60岁的社员
赵玉生说。

作为北京“菜篮子”重要生产基地之
一，这家合作社每年供应北京市场精品
蔬菜3万吨以上，超过九成是经过加工的
净菜。合作社经理张新伟说：“为保障北
京市场的蔬菜供应，我们投资3000万元，
新增高端设施蔬菜面积200多亩，另有1

万平方米的蔬菜加工车间即将竣工，投
用后净菜年产能可提升2万吨左右。”

为了满足北京市场对蔬菜产品的高
标准需求，合作社分别与北京市农林科
学院蔬菜研究中心、河北省农林科学院
合作，针对叶菜易蔫萎、易色变等加工环
节存在的问题，不断改进处理技术，有效
延长蔬菜的保鲜时间，提升净菜品质。

在宁晋县北河庄镇翟村，司机翟小
龙驾车驶出瑞青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
社，直奔北京新发地市场。谈到近几年
进京送菜的变化，翟小龙向笔者介绍起
他的新设备：“这辆冷藏车的驾驶室内就
有温度操作盘，可以实时观测、控制后面
冷藏室的温度。”

得益于京冀两地合力开通“河北净
菜”进京直通车，如今，蔬菜从河北田间
地头到北京消费者餐桌上，一般不超过
24小时。

本报讯 张原 李宁馨 天津小站稻
“香、黏、弹、筋、甜”，冷饭不回生；沙窝萝
卜脆嫩，口感爽口，汁多而味甜……在天
津，有不少享誉全国的特色农产品，但消
费者想买到正宗品牌产品，却并没有那
么容易。

如何才能改变现状，让农业品牌在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
化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为此，天津市
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发挥委员界别优势，
开展“乡村振兴 政协行动”，组织委员、
专家学者围绕发展“津农精品”特色农产
品相关问题座谈交流。

目前，“津农精品”汇聚了天津市优
质特色农产品212个，这些优质特色农产
品代表了天津优质农产品水平，为人民
群众提供了优质味美的新鲜农产品。但
委员们在调研中发现，农产品品牌创建
还存在短板。

农产品品牌的建设是一项培育周期
长、见效慢的工程，需要大量资金投入扩
大宣传推广，扩大消费市场。徐继珍委
员了解到，天津现有的农产品品牌经营
主体多，品牌创建企业不愿投入，且存在
“重生产，轻品牌”现象，有的甚至单纯追
求产量而忽视质量；同时，产品标准化程
度不高，追溯体系不够完善。在徐继珍
看来，酒香也怕巷子深，没有广泛的市场
营销，特色农产品想扩大规模，提高市场
占有率，困难较大。

212个“津农精品”品牌主体，市级以

上龙头企业不足25%，示范带动效应不
明显。田志武委员提出，目前，212个品
牌就天津10个涉农区、48万公顷耕地面
积而言，数量并不多。比如，宝坻是天津
市传统农业大区，而“津农精品”品牌只
有26个，且品牌同质化现象严重，相同种
类的产品注册多个品牌，缺乏差异化和
核心价值，导致产品溢价能力低。比如
小站稻，各经营主体分别注册推广自己
的品牌，缺少整体运作和持续推广，大米
品质虽好但竞争力不强。

面对目前存在的问题，委员们建议
加大品牌培育，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在
天津和全国经济活跃地区积极开展品牌
宣传和品牌发布活动，让更多的天津农
产品享誉全国、闻名世界。

徐继珍提出，大力推进特色农产品
的绿色、有机等认证，不断提升产品标准
化生产，进一步提高产品竞争力。加快
搭建特色农产品网上销售平台，将现有
的特色农产品形成产品目录，组建专业
团队，整合销售环节、减少销售成本，形
成集团作战模式，扩大销售范围。同时，
加快构建特色农产品内循环市场，鼓励
市民积极购买本市特色农产品，支持经
济薄弱村农民增收。

市政协农业和农村委积极推动委员
建议落实到具体工作中，组织召开“银农
对接”专题座谈会，推进银农对接，引导
金融资金加大乡村振兴支持力度，市政
协副主席孙文魁牵头，联合天津市农业

农村委，邀请市银保监局，各涉农区政
府、区政协、区农业农村委，19家金融保
险机构，召开全市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座
谈会。天津农商银行与市农业农村委、
各涉农区农业农村委达成银政企全面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与10家优质涉农企业
达成金融服务意向，2023年为170余个
涉农重点企业授信超20亿元。

除此之外，市政协农业和农村委还
积极推动农业界别委员单位与农户企业
实现资源互通，多方共赢。为宝坻区欢
喜庄园、津南区金谷集团对接华喜汇通
公司，拓展渠道促进特色农产品销售。
提出《关于搭建农产品专项采购平台助
力我市经济薄弱村特色农产品销售的建
议》，牵头协调组织市扶持发展办、财政
局、农业农村委、供销合作社等9部门，经
过7次座谈，反复协商，2023年9月，联合
印发了《关于开展经济薄弱村消费帮扶
工作实施方案》，搭建了“津农荟”消费扶
贫平台，建立起增加村集体经营性收入
的长效机制，带动农民群众增收。

目前，天津市农业农村委采纳政协
建议，下大力气创品牌，壮大“津农精品”
品牌队伍，已逐步建立农业品牌目录，加
大质量安全监测力度，确保品牌农产品
质量安全，并实行动态管理，建立品牌准
入与退出机制。开展“津农精品”直播联
赛活动强宣传，创新建设运营“津农精
品”展示中心，其中，蓟州区“津农精品”
展示中心已亮相天津国际机场。

天津让“津农精品”
“卖出去”“卖好价”

本 报 讯 郝 东 伟 近
日，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
获悉，为做好寒潮、雨雪
和大风天气防范应对工
作，河北省各级农业农村
部门将紧盯可能出现的灾
害，组织农业专家、技术人
员下沉一线开展技术指
导，分区分类施策，精细精
准指导，切实减轻灾害影
响，确保春耕生产开好局
起好步。

“由于前期我省大部
地区升温明显，加之此次
冷空气势力强，本次天气
过程降温幅度大，寒潮、雨
雪和大风天气过程可能对
农业生产安全和农产品稳
价保供造成不利影响。”河
北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
人表示，各级农业农村部
门要严密监视天气变化，
加强与气象、应急管理等
部门沟通会商，及时做好
预报预警，多渠道做好灾
害性天气预警信息发布和
传播工作。提早分析研判
此次天气过程对农业生产
的影响，明确防范重点区
域、重点作物、重点时段，
指导农民落实防寒防冻关
键举措。

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要
求，各地要组织专家根据
农作物生长发育进程和灾
害发生情况，及早细化完
善防范预案和技术方案，
组织各级农技人员深入生
产一线，加强分类指导，分
区域、分作物、分畜种落实防灾减灾
救灾和灾后生产恢复措施，重点做好
设施农业、畜牧养殖的除雪和防风工
作。及时跟进寒潮天气对冬小麦生
产的影响，加强低温雨雪冰冻天气防
范技术培训，提早制定返青期技术意
见，奠定夏粮丰收基础。

设施蔬菜要做好棚室防风、加固、
保温和积雪清扫等工作，及时检查修
补棚膜，大风来临前及时关闭通风口
和出入口。在畜禽养殖方面，张承地
区要及时添置防寒保暖设施设备，合
理采取圈舍密闭措施，做好畜禽保
暖。冀中南地区要做好畜禽养殖圈
舍加固，特别是老旧圈舍，及时清理
积雪，确保养殖场（户）圈舍安全、畜
禽养殖生产安全。加强动物防疫和
疫情监测，采取有效防范措施，确保
不发生重大动物疫情。

此外，渔业渔政要密切关注天气、
海浪变化，第一时间将大风、大浪等
预警信息通知到相关海域的渔船和
人员，根据天气情况动员相关海域作
业渔船和养殖人员尽快回港或就近
避风、避浪。

在抓好产销对接方面，河北省农
业农村厅要求，各地要密切关注市场
动态，加强生产、流通等环节信息监
测，及时发布供求信息，指导农民适
时采收成熟农产品，增加市场供应
量。研判市场缺口，提前做好应急预
案；及时发布供求信息，合理引导蔬
菜上市档期和畜产品水产品出栏出
塘，促进均衡供应。加强与京津等城
市协作对接，建立稳定的供销渠道，
开展多种形式的应急促销活动，推动
产销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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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净菜”丰富北京市民“菜篮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