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雷风雨 从天津市农业
农村委获悉，天津市小麦机收近日
从滨海新区、静海区开启，由南向北
梯次展开，将于6月26日左右大面
积收获基本结束。机收同时进行玉
米机播，6月30日左右，天津市夏玉
米大面积播种基本结束。天津市实
施多项措施，确保小麦机收和“三
夏”生产顺利进行，全力打好“三夏”
生产这场硬仗。

今年入夏以来，天津市各级农业
农村部门早动员、早部署、早准备、早
落实，推动各项服务保障措施落实落

细，“三夏”生产特别是小麦机收各项
准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市农业农村
委组织各级农业技术部门深入农机
合作社、农机大户，做好机具检修和
人员培训。目前全市已累计检修机
具2.4万余台，培训机手、修理工2300
余人。今年，预计将有4500余台联合
收割机、8000余台拖拉机、5000余台
播种机等各类农业机械投入“三夏”
生产。目前，天津市已经组建了由
551名机手和1507台（套）机具组成
的全市40支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
麦收期间，市气象局向广大机手发送

气象短信，协助启用全市农村大喇叭
开展农机安全生产、秸秆离还田和禁
烧宣传。

连日来，天津市在静海、宁河、宝
坻和滨海新区举行小麦机收减损和
单产提升机械化技术等5次现场培
训演示活动，深入农业种植大户、农
机合作社开展技术宣传与服务指导
活动20余次，累计培训330余人次。
通过农机报废更新和消费升级政策
的实施，天津市已购置有助于减损增
产的新型高性能联合收割机378台，
比去年同期明显增加。

天津多举措“三夏”生产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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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杜沂蒙冰栗仁、杨肠子、红薯干、秋梨
膏、红杏、河蟹面……近日，来自北京、天津、河北
的100多款农产品上线“青耘中国”助农直播间。
这是共青团中央青年发展部、中国青年报社、共青
团河北省委、共青团北京市委、共青团天津市委共
同主办，共青团秦皇岛市委承办，“诚信秦皇甄选”
平台支持的“青耘中国”直播助农活动京津冀专场。

“说到山海关，咱们这儿盛产大樱桃，我得向
大家介绍一下。山海关区自1985年引进栽种大樱
桃以来，已有近40年的种植历史，在我们当地已形
成了独具特色的大樱桃文化。”团河北省秦皇岛市
山海关区委书记李晓唯走进直播间自豪地说。

河北省青龙满族自治县返乡创业青年满立
峰是一名满族小伙儿。从事业单位辞职回家的
他，赶上当地“三级书记抓电商”的政策机遇，成
为一名推介家乡农产品的电商创业者。

“小时候，父母靠着种植板栗养家糊口，供我
们上学。”对满立峰来说，青龙板栗不仅好吃，更
承载了父母满满的爱。“这款栗仁在正式出品之
前，要经过6次人工筛选，颗粒饱满，大小均匀。
同时采用121度高温加工，在无菌净化车间中生
产，保证了产品的干净卫生，让大家吃得放心。”
此次直播中，中国邮政集团北京市密云区分公司
刘胜利，中国邮政集团北京市分公司陈曦，天津
市青联常委、返乡创业新农人张建芳，以及团河
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委副书记李思雨、团青龙县
委书记黄丹、团昌黎县委书记范洪丹、团抚宁区
委兼职副书记尹敬南、团北戴河区委书记魏媛媛
等团干部走进直播间，积极推荐帮销家乡好物。

据悉，“青耘中国”直播助农活动，以培育农村
青年电商人才、服务农村青年就业创业为目的，旨
在引导广大青年运用电商、直播等方式，助力乡村
农产品上行和文旅宣介，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京津冀“土特产”
新鲜好品味活动开幕

本报讯 代丽丽 北京市丰台区西罗园街道金
润家园二社区广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近日，
一场以“京津冀‘土特产’新鲜好品味”为主题的
“北京农业在社区”活动在这里热闹开幕，为市民
带来了一场农产品的盛宴。

本次活动由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天津农业农
村委员会、河北省农业农村厅、共青团北京市委
员会联合指导，北京市数字农业农村促进中心主
办，丰台区农业农村局、北京市邮政电子商务局、
社区青年汇、西罗园街道及丰台金润家园二社区
共同协办。

活动现场，来自京津冀地区的30余家农业品
牌企业齐聚一堂，展示了各自的特色农产品。其
中，“北京优农”品牌旗下的“平谷大桃”“大兴西
瓜”“北寨红杏”“怀柔板栗”“绿富隆”等优质农产
品备受瞩目。天津的“燊宝小站稻”和河北的“丰
沐农业”也带来了各自的明星产品，让市民们大
饱眼福和口福。

展区内，应季水果、绿色有机蔬菜、老北京特
色小吃、油鸡蛋、蜂产品等300余种特色农产品琳
琅满目，吸引了大量市民前来品尝和选购。许多
市民表示，这样的活动让他们能够更加方便地购
买到新鲜、优质的农产品，同时也让他们对京津
冀地区的农业特色有了更深入了解。

除了传统的线下展销，活动还融入了电商元
素，通过电商矩阵直播和社区团购的方式，让市民
能够更便捷地购买到心仪的农产品。在直播间
里，电商直播主持人热情地向观众介绍各种美味
的“北京优农”品牌农产品，引发了观众的热烈反
响和购买热潮。这种“线下推介＋线上下单”的创
新模式，不仅为市民提供了更加便捷的购物体验，
也为京郊特色农产品打开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青耘中国”直播助农
活动京津冀专场举行

本报讯 高丽 高扬 李蔷 北纬39
度的独特区位和气候优势，使河北省
秦皇岛市昌黎县成为闻名全国的优
质葡萄生产区域。自1983年生产出
中国第一瓶干红葡萄酒后，葡萄酒产
业在昌黎迅速崛起。

近年来，昌黎不断完善葡萄酒产
业集群创新生态，形成了集葡萄种
植、葡萄酒酿造、橡木桶生产、彩印包
装、酒瓶制造、物流集散、休闲旅游、
健康养生为一体的葡萄酒产业集群。

科技让葡萄
“老”产区种出“新”花样

“要想酿出好的葡萄酒必须要有
好的葡萄，所以我们对葡萄的生长管
理很重视。”时下，正值酿酒葡萄的
“坐果期”，秦皇岛金士通国际葡萄酒
庄种植基地经理赵晓东每天都在葡
萄园里穿梭忙碌着。赵晓东说，按照
中药材的种植标准，种植基地将酿酒
葡萄的种植周期分解为315项质量控
制点，对酿酒葡萄进行精细化、标准
化、差异化管理。

昌黎的葡萄种植历史有500多
年，当地的酿酒葡萄挂果时间长，含糖
量较高，多酚及香气物质丰富，赤霞
珠、马瑟兰、美乐、品丽珠等红葡萄以
及霞多丽、贵人香、阿拉耐尔等白葡萄
是当地主要种植的酿酒葡萄品种。目
前，昌黎已形成高端酿酒葡萄基地5
万余亩，为酿造优质的葡萄酒提供了
原料保障。全县有葡萄酿酒企业27
家，葡萄年加工能力达14万吨。

“我们与中国农业大学等高校、
科研院所的专家开展技术合作，就是
要研究昌黎葡萄产区的特点，产出更
多有地方特色的优质葡萄。”朗格斯
酒庄总经理、首席酿酒师崔彦志说，
酒庄引进了20多个葡萄品种，通过
研究葡萄的气候适应性、丰产性、抗
病性、酿酒特性等，选育出最适合昌
黎的葡萄品种。

近年来，昌黎县积极整合创新资
源，围绕酿酒葡萄品种选育、种植、酿
造和质量安全等方面组织技术人才
进行科技研发和创新，不断提升当地
葡萄酒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如今，
昌黎已经建成了11个标准化酿酒葡
萄基地，拥有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昌黎
果树研究所、河北科技师范学院葡萄
酒学院、河北省葡萄酒产业技术研究

院等6家专项研发机构。在葡萄酒
酿造方面，全县拥有国家级评酒委员
28名，品酒师、酿酒师77名，相关技
术人员429名。

2023年，昌黎葡萄酒全产业链实
现营收达30亿元。经过多年培育，
昌黎涌现出一大批国内外知名品牌，
产品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创造
出具有国际标准和昌黎特色的葡萄
酒生产模式和消费文化。

“葡萄酒+文旅”
加速产业融合发展

“看葡萄酒的颜色，可以区分是新
鲜的葡萄酒还是陈年的葡萄酒……”
在中粮华夏长城葡萄酒有限公司的酒
窖内，6名来自广东湛江的游客跟随
葡萄酒品鉴师了解葡萄酒文化。

赏葡园风光、品当地美食、喝美酒
醇酿、观欧式酒庄……昌黎打造的葡
萄酒庄旅游线路备受游客青睐。发挥
葡萄酒制造产业优势，昌黎推动葡萄
酒产业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打造葡
萄小镇和干红小镇，实施多产业融合、
多业态组合，让更多的人了解葡萄酒
文化的魅力。目前，当地已拥有1个
全国工业旅游示范点，1个全国农业
旅游示范点，形成了华夏庄园、茅台凤
凰庄园、朗格斯酒庄、金士通国际酒庄
等一批特色酒庄、标志性景观、网红打
卡地，年接待中外游客超40万人次。

为葡萄酒产业发展立法护航

昌黎拥有“中国干红葡萄酒之乡”

“中国酿酒葡萄之乡”“中国干红葡萄
酒城”等称号。2019年，中国酒业协
会正式授予昌黎碣石山产区“中国葡
萄酒小产区”称号，该产区成为河北省
首家、全国第三家获得认证的小产区。

2023年9月1日，《秦皇岛市碣石
山葡萄酒产区保护条例》正式实施。
该《条例》是一部专门用于碣石山葡萄
酒产区保护的地方性法规，标志着昌
黎碣石山葡萄酒产区保护进入法治化
阶段。《条例》涉及葡萄酒产区规划、酿
酒葡萄种植、葡萄酒质量监管、原产地
域保护、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等方面。

坚持精品战略，加强原产地域保
护，打造有辨识度的葡萄酒品牌，是
实现产区良性发展的必由之路。在
原产地域保护方面，《条例》规定，使
用昌黎葡萄酒国家地理标志专用标
志应当符合“采用本产区种植的酿酒
葡萄”等3方面要求。

在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条
例》还明确，鼓励和支持葡萄酒文化
发展，加强对“中国第一瓶（赤霞珠）
干红葡萄酒生产旧址”“中国第一瓶
（赤霞珠）干红葡萄酒生产工艺”等文
化遗产的保护、挖掘、整理，推进葡萄
酒文化与产区保护的融合发展。

“一粒葡萄，一座城。”昌黎葡萄
酒产业已经创造了多个“第一”。未
来，昌黎将立足葡萄酒产业发展实
际和产区特色，坚持优化顶层设计、
增强产业动能、创新管理模式、培树
优质品牌，擦亮昌黎葡萄酒产业金
字招牌，持续推动葡萄酒产业高质
量发展，走出一条葡萄酒产业融合
发展之路。

秦皇岛昌黎县小葡萄撬动大产业

昌黎县的一处葡萄种植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