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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本报讯 宁广靖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东
风，加快了京津同城化的步伐，让两地居民
尽享民生红利。春节期间，位于天津的蔬菜
基地平均每天出产300多万公斤蔬菜，大部
分直接供应到京津冀地区的批发市场和大
型商超。为保障节日期间首都市场农产品
供应稳定，环京周边蔬菜生产基地供京菜量
平均每日增加近4万公斤。

红彤彤的西红柿、碧绿脆嫩的黄瓜、青
翠欲滴的油菜……春节期间，位于天津的蔬
菜基地平均每天出产300多万公斤蔬菜，大
部分直接供应到京津冀地区的批发市场和
大型商超。

为保障北京市场的蔬菜供应，近年来，
天津结合农业资源优势和产业发展基础，从
蔬菜保供基地中优中选优，积极建设环京周
边蔬菜生产基地。目前，天津有15个环京周
边蔬菜生产基地，2023年，供京菜品46种，供
菜量近1600万公斤。春节期间，为保障首都
市场农产品供应稳定，供京菜量平均每日增
加近4万公斤。

最近几天，位于滨海新区小王庄镇的天
津盛博源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
“盛博源”）负责人徐桂艳格外忙碌。早上7
时，徐桂艳带领5名工人来到油菜大棚。“今
天能出半亩地，收1000公斤左右的菜。”说
着，她把摘下的油菜整齐地码放进箱子里：
“中午，有菜商过来拉走，下午四五点就能摆
上北京的菜摊儿。”

据了解，盛博源有300亩地，种了西红
柿、油菜、芹菜、油麦菜等10多种菜，去年，入
选为环京周边蔬菜生产基地，蔬菜年销量近
130万公斤。“我们总产量的60%销往北京市
场，去年下半年扩种了60亩地，今年计划继
续扩大种植规模。”徐桂艳说。

天津农业资源丰富，菜品种类多、品质
优。面对北京对优质农产品的旺盛需求，天
津依托环京区位优势，借力京津冀协同发展
的东风，积极丰富供京菜品，满足北京市场
的巨大消费需求。

武清区的耕德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是一家深耕北京市场的蔬菜经销商，最近几
乎每天都要发数辆车到北京，单车运菜量在
2万公斤至3万公斤。负责人齐坤春节期间
一天也没休息。他表示，得益于运输半径优
势，天津的西芹、小白菜、油菜等叶菜在北京

市场上很有竞争力。“我们平时日供京菜量超10万公斤，春
节期间增长约20%。鸡毛菜、苋菜、上海青、荷兰豆等细菜销
量都明显增加。”齐坤表示，以前不少细菜要从南方进货，现
在天津很多合作社都能种。“我们在北京新发地市场有500多
平方米的摊位，一般凌晨不到2点把菜拉过去，2个多小时就
卖完了。此外，我们在武清还有蔬菜交易市场，每天，很多来
自北京的蔬菜商户过来采购。”齐坤说。

为丰富北京“菜篮子”，近年来，天津积极种好“菜园
子”。目前，津菜以品种多样、季节性波动小、供给稳定且价
格平稳深受北京顾客欢迎。

据了解，由于天津土质疏松肥沃、气候四季分明、光照降
水充足，种出的果蔬口感好，因此，天津的果蔬也成为北京餐
桌上的“重头菜”。据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环
京周边蔬菜生产基地供京的津菜中，西红柿是供应量最大的
菜品，去年供京量约452万公斤，占采收总量的65.7%；其次是
青萝卜，去年供京量近300万公斤，占采收总量的55.5%。

作为北京“菜篮子”重要生产基地之一，位于武清区南蔡
村的天津天民田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每天销往北京的蔬菜
达3万公斤。公司负责人刘天民表示，天民田园有3000亩
地，800多个蔬菜大棚，年产各类蔬菜约1500万公斤。“春节
期间，我们设计的一款包含8种蔬菜的礼盒很受欢迎，每天
销量比年前增加了20%。”他说。

在滨海新区，顺德利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去年被评为环京
周边蔬菜生产基地。“西红柿是我们的主要种植菜品，一季儿的
收采量达60多万公斤。”据合作社负责人刘润庄介绍，平时，西
红柿有近40%通过线上销售，来自北京的订单占一多半。

津菜进京既保障了北京“菜篮子”，也鼓起了村民“钱袋
子”。“成为环京周边蔬菜生产基地后，市场大了，销量高了。
2023年比前一年销量提高约30%，利润率也高了两成多。”刘
润庄说。

本报讯 雷风雨 一年之计在
于春。眼下，津沽大地，农田内
外，一派繁忙的生产景象。从天
津市农业农村委获悉，天津市农
业系统聚焦“稳、协、融、文、治”
五个字下功夫，多措并举全力以
赴保障春季农业生产，努力以
“三农”工作之为服务全市发展
之进。

今年天津市聚焦“稳”产保
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一
方面，提高种养水平。坚持稳面
积、增单产两手发力，聚焦武清、
宝坻、蓟州3个区实施粮食作物
单产提升行动，带动玉米、水稻、
小麦单产稳步提高，全年粮食播
种面积稳定在550万亩以上，蔬
菜种植面积稳定在75万亩以上，
生猪出栏稳定在180万头以上。
另一方面，夯实基础支撑。天津
市以加快推动灾后恢复重建为
契机，高质量完成50万亩以上高
标准农田建设任务，推动受灾区
域规划重建种植设施1000亩以

上，完成5282.1亩池塘清
淤改造任务，建设提升静

海区大邱庄镇、蓟州

区上仓镇等5个现代设施种植标
准化园区，打造农垦康嘉、蕙牧
农业等30个畜禽规模养殖绿色
生产示范创建场。

同时，天津市聚焦“协”同协
作，积极服务融入京津冀协同发
展战略。“今年天津市扎实做好
京津冀三地农业农村领域协同
发展各项工作，特别是唱好京津
农业‘双城记’。”市农业农村委
党委书记、主任金汇江介绍，天
津市充分发挥蔬菜生物育种全
国重点实验室作用，聚焦黄瓜、
花椰菜等优势作物提升全市蔬
菜育种水平。深化产业协同，加
大市场化机制引进北京资源项
目在津落地力度，推动天津智能
农业研究院竣工投入运营，新创
建5个环京周边蔬菜生产基地，
累计达到20个。建强用好市农
科院武清创新基地，主动承接和
吸纳北京科创人才和资源，加强
科技创新协同和产业体系融合，
加快打造京津冀农业科技创新
“会客厅”。

天津市聚焦城乡“融”合，着
力为乡村发展添动力、增活力。
今年天津市推动乡村产业融合
发展，创建精品蔬菜国家级优势

特色产业集群、静海区国家级现
代农业产业园和滨海新区中塘
镇蛋鸡、蓟州区马伸桥镇蓝莓国
家级农业产业强镇，新培育水
产、林果2个市级产业集群，武清
鲜食玉米、蓟州山果2个市级现
代农业产业园和宁河区七里海
镇、滨海新区杨家泊镇、武清区
陈咀镇、蓟州区桑梓镇、静海区
王口镇5个市级农业产业强镇。

此外，天津市大力推动农文
旅融合发展。启动建设12个乡
村旅游示范片区，发挥市级全域
农文旅产业发展投资服务平台
作用，加快发展民宿产业，围绕
户外运动、亲子研学、民俗体验、
红色文化、健康养生等不同主题
和业态不断推出好产品，办好
“乐享津郊365”系列活动，推动
北辰区、津南区乡村美食街区建
设取得实质性进展，依托群众性
活动，带动乡村旅游。

天津市聚焦“治”理有效，加
快建设平安和谐善治乡村。强化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健全党
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
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抓好办成农
民群众可感可及民生实事，确保
农民群众真受益、真满意。

本报讯 近日，河北省农业
农村厅召开全省小麦田管暨春
耕备耕工作视频会议，贯彻落
实全国春季田管暨春耕备耕工
作视频会议精神，分析2024年
夏季粮油和春耕备耕形势，部
署全力抓好春季农业生产重点
工作。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孙
晨光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农业
农村厅二级巡视员李联习主持
会议。

会议指出，今年是新中国成
立75周年，是实现“十四五”规
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抓好粮
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责任重大、意义重大。
全省农业农村系统要充分认识
抓好今年春季农业生产的特殊
重要性，切实提高思想认识，扛
牢政治责任，环环紧扣抓好农业
生产，全力以赴夺取夏季粮油丰
产丰收。

会议要求，各地农业农村部

门要强化关键措施落实，抓好小
麦全程精细精准科学管理，突出
抢前抓早，明确包联责任，科学
运筹肥水，提升苗情质量。要加
强指导服务，充分发挥体系专家
和各级农技人员作用，深入田间
地头，开展巡回技术指导和培
训，及时出台指导意见。要加强
防灾减灾，落实“防重于救”理
念，加强监测预警，提早制定应
对预案，完善工作机制，关口前
移、早防早控，全面提升农业防
灾减灾救灾能力，实现“龙口夺
粮”“虫口夺粮”。

会议强调，各地要细化分解
粮油生产目标任务，千方百计挖
掘种植潜力，确保大豆玉米带状
复合种植、油菜扩种等工作圆满
完成。要加力加速推进单产提
升，在主导品种、主力机型、主推
技术上下功夫，全环节查找短板
弱项，优化增产模式技术要领，
推动主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

提升再上新水平。要加强农机
作业服务保障，提前准备适用机
具，组织作业队伍，保障机具充
足供给，提高播种质量。要做好
农资保供工作，加大统筹协调力
度，严格农资市场监管，切实保
障种子、化肥、农药、柴油等春耕
备耕物资供应。要统筹抓好“菜
篮子”生产，加强生产、流通、价
格等信息监测发布，合理安排生
产品种、种养规模，稳定提升生
产水平，加强应急保障能力建
设，促进“菜篮子”产品供应稳
定、效益提高。会议还对当前寒
潮雨雪天气防范应对及严防割
青毁粮工作作出部署。

河北省农业农村厅相关处
站负责同志，省相关产业技术体
系创新团队专家，各市（含定州、
辛集、雄安新区）农业农村部门
分管负责同志、相关科站负责同
志参加会议。

（河北省农业农村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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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多措并举
保障春季农业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