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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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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邵玉姿近日，从河北省农
业农村厅获悉，近年来，河北省聚焦增
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
力，推动脱贫地区农业特色产业提质
增效、可持续发展，确保全省脱贫人口
产业收入保持稳定增长，脱贫地区农
民收入增速高于全省农民收入增速。

据介绍，河北省农业农村厅把脱
贫地区产业纳入全省乡村产业发展、
优势特色产业集群一体推进，通过强
化帮扶政策、加大要素投入、加强指
导服务，健全完善防返贫监测机制，

持续推进脱贫地区农业特色产业发
展，带动农民增收。

乡村全面振兴，关键是产业振兴。
河北省实施奶业、中央厨房、蔬菜、中药
材、精品肉类五大千亿级工程，创建一
批农业产业强镇、现代农业产业园和特
色农产品优势区，带动脱贫地区特色产
业转型升级。做好“土特产”文章，发展
地域特色鲜明、乡土气息浓厚的特色种
养业，建设一批特色产业基地，推进提
升县域优势特色主导产业和“一村一
品”产业发展质量。

河北省还通过拓展农业多种功
能，延长产业链、优化供应链、提升价
值链，推动产加销服贯通、农食文旅
教融合，培育中央厨房、直供直销、加
工体验等新业态，支持5个脱贫县中
央厨房(预制菜)园区建设。

此外，河北省积极推进龙头培育
行动，大力开展农业项目大招商，制
定主导产业投资指引，积极引进先进
农业龙头企业，脱贫地区全年完成农
业招商项目签约引资额将达到350
亿元。

河北确保脱贫人口产业收入稳定增长 本报讯 雷风雨 推动农民增收、
农地增值、农业增效是推进乡村全面
振兴的重要内容，是“千万工程”经验
的实际运用，是推动城乡融合的重要
举措，是农业农村领域落实市委、市
政府“盘活存量、培育增量、提升质
量”要求的重要抓手。笔者从天津市
农业农村委获悉，日前，本市实施《天
津市推动农民增收农地增值农业增
效工作方案》，通过实施多项措施，激
活发展新动能，促进农民收入稳步提
高、农地价值合理增长、农业效益明
显增加，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天
津实践。

“到2027年，本市建成10个农民
增收、农地增值、农业增效示范引领
片区，形成不同路径的示范典型。今
年，本市开展试点示范，建立完善推
动农民增收、农地增值、农业增效的
政策措施，每个涉农区形成2个以上
示范典型村，总结推广一批典型案
例。”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说。

从今年起，本市大力发展集体经
济。创新集体资产资金盘活机制。
引导村集体和农民将土地、农房等资
源资产折股量化，发展多种形式的股
份制合作。同时，高效开发农地资
源。推进静海、蓟州全国农村宅基地
制度改革试点。实施设施农业现代
化提升行动，支持社会资本新建高标
准设施园区和对老旧设施进行提升
改造；拓展农业生产空间，发展稻渔
综合种养，每年建设10个稻渔综合种
养示范区。

今年本市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推
动建立京津冀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
场互联互通工作机制。发挥好天津
市乡村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作用，建立
市场化、可盈利的运营模式，搭建农文旅投融资、
标准制定、资源对接、运行管理服务平台。建立
“专项贷款产品超市”，便利经营主体融资需求。
发挥天津市乡村振兴基金作用，聚集社会资本投
资农业农村重点产业。

全面加强联农带农。今年本市探索推广津南
区孙庄子村“资产入股”机制。支持国有平台联村
联户盘活村庄闲置资源资产，吸引农民以闲置农
房、承包地、资金、劳力、特色技能入股，取得“保
底+分红”收益。支持民营企业联合村集体经济
组织共同组建项目公司，将闲置农房资源整合、流
转、融资，盘活农户闲置农房，增加物业服务岗位，
增加农民财产性、工资性收入。

今年，本市加快推动乡村产业融合，加快推动
“高新特”特别是保鲜、精深加工科研成果转化成
农业新质生产力。提升乡村对城市的服务能力。
以服务京津冀都市圈“周末经济”为重点，建设12
个市级乡村旅游示范片区，扶持建设一批具有历
史、地域、文化特点的特色旅游村镇。树优津味
“土特产”品牌，重点培育小站稻、沙窝萝卜、七里
海河蟹等区域公用品牌和红香酥梨、东信花卉等
特色品牌，提升品牌传播力。发展“后备箱经济”，
改造提升一批具有乡土特色的农村集市，组织推
出“市民赶大集”活动，鼓励农民将农产品、农村传
统手工艺品进行展销。健全农村电商和流通体
系。实施直播“新农人”培育项目，开展直播助农
活动。

此外，今年本市深入推进城市资源入乡，把更
多产业增值收益留给农民。支持有条件的村开展
村BA、村超、村马、村晚等各类体育赛事和文化活
动。引导民宿、村民活动中心等场所拓展会务、团
建功能。深入推进“小办公、大服务”，推动村党群
服务中心亲民化提升，探索建立“乡村会客厅”，开
发乡风民俗展示、接待等多种功能。推动养老下
乡，鼓励城市退休老年人到乡镇养老服务综合体
住养。支持人才返乡入乡。鼓励返乡入乡企业
家、退役军人、大学生、专业技术人员、民间技艺特
长人员等在农村投资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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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高丽 陈光 近年来，河北
省廊坊市固安县主动融入京津冀协
同发展战略，立足资源、区位、产业优
势，锚定现代都市农业发展定位，以
精品蔬菜种植加工为重点，不断优
化、延伸产业链条，打造农业区域公
用品牌、企业品牌、产品品牌，深化产
销衔接，致力于形成环京1小时精品
蔬菜供应链，建成了一批规模化、集
约化、标准化的农产品保障基地。截
至2023年年底，固安县已建成环京周
边蔬菜生产基地5个，培育净菜加工
企业6家、预制菜加工企业5家、农产
品配送企业85家。

标准化种植
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

走进固安县顺斋瓜菜种植专业
合作社（以下简称“顺斋合作社”），规
模庞大的现代化大棚引人注目。大
棚内，绿油油的生菜、鲜嫩的黄瓜长
势喜人，收获在望。

“我们从田间生产绿色化、设施
蔬菜规模化、采后处理冷链化和蔬菜
深加工等方面着手，保障精品蔬菜的
供应。”顺斋合作社负责人张顺斋说，
合作社是供应北京农产品的生产基地
之一，年供应精品蔬菜3万吨以上，其
中90%以上是经过分拣包装的净菜。
合作社将加工环节前移，确保蔬菜从
田间到餐桌不超过24小时，每天有20
多种、200余吨新鲜蔬菜直供北京。

为了满足市场对高品质蔬菜的需
求，顺斋合作社与河北省农科院合作
引进新品种，并加强对蔬菜质量安全
的管理和控制，严格执行绿色蔬菜生
产操作技术规程，建立了蔬菜产品质
量追溯体系，推广应用生物肥料、测
土配方施肥等绿色控害技术，让蔬菜
品质更有保障。

近年来，固安县推广应用温室生
物反应堆、集约化育苗、测土配方施
肥等12项绿色防控技术，实施了抗
病品种选用、嫁接栽培、生物农药等
农业综合防治措施，确保农产品质量
安全。

产业化加工
促进农产品提质增效

在固安县兴芦农业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兴芦集团），工作人

员身着工作服，对各种蔬菜进行加工
处理。经过清洗、消毒、削皮、切块、
打包等工序，新鲜的蔬菜就变成了包
装精致的鲜切净菜。除了净菜加工，
企业还生产二十多种方便食品和五
十多种烘焙食品，供应北京大型连锁
商超、餐饮企业。

兴芦集团车间主任张建颖说：
“我们根据订单完成当天的生产，产
品主要销往北京，现在每天的订单加
起来有2万份左右。”兴芦集团依托生
产种植基地开展净菜加工配送和方
便食品生产等特色项目，加强品牌培
育，进一步打造“规模种植+深加工”
的现代化全链条产业，企业年产值达
7000万元。

兴芦集团副总经理李中华表示，
今年他们准备投资1100万元筹建中
央厨房车间，扩大加工规模，增加
5000平方米的面条加工、炸酱和腌蒜
车间。

近年来，固安县通过加大财政投
入和政策引导，鼓励农业产业不断优
化升级。目前，当地已形成了从种苗
到餐桌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条，农产品
加工能力得到明显提升，产业综合效
益大幅提高，物流体系初具规模，一
批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农产品生
产基地建成，形成了以18家加工企
业为代表的10万吨产能中央厨房产
业集群，建成了4万平方米加工车
间、保鲜库，30条加工生产线，构建

起面向京津雄的高端精品蔬菜产业
供应体系。

品牌化打造
提升农产品竞争力

在固安县天绿食蔬菜种植专业
合作社（以下简称“天绿食合作社”）
的番茄种植大棚里，新培育的“原味
一号”番茄长势良好，工人正忙着整
枝打杈。天绿食合作社销售经理吕
亚硕指着藤蔓上的番茄说：“我们的
产品主要销往北京、成都、西安、保
定。像这样品质的番茄在北京商超
售价大概在30元每斤。”

天绿食合作社培育的“原味系
列”番茄凭借脆甜多汁、香味浓郁的
口感，已经成为固安的“网红番茄”、
合作社的主导产品，带动周边乡镇农
户、基地种植，种植面积达6000亩。

近年来，固安县始终坚持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的理念，打造了一批以
“原味一号”番茄、“甜脆脆”番茄、“安
红”大樱桃、“欧朗斯”秀珍菇、“参花”
面粉等为代表的优、特、新农产品，不
断提高“固安品牌”的市场占有率。
2023年，固安县投入1000万元专项资
金支持京津市场定向营销，梯次打造
名优特新品牌近百个，其中，省级以
上知名品牌9个，国家地理标志证明
商标3个，“两品一标”有效认证企业
11家、认证品种81个。

固安县延伸农业产业链加快发展现代都市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