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色果品种植
促农增收

近年来，河北省昌黎县积极引导农民因地制宜调整农业产业结构，采取
“合作社+基地+农户”或开办家庭农场等模式种植西瓜、黄桃、葡萄等特色果
品，促进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图为昌黎县泥井镇崔家坨村一家庭农场，
瓜农将采摘的麒麟瓜装车。 杨世尧 摄

本报讯 郝东伟 又是一季丰收粮。
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获悉，今年，河北省
夏粮喜获丰收，夏粮播种面积3414.45万
亩，平均亩产443.1公斤，总产量302.6亿
斤，面积、单产、总产三项指标均较上年
实现增长。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夏
粮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产量奠定了基
础。”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今
年，河北省大力推行全程精细精准科学
管理行动，集聚良田、良种、良机、良法、
良制“五良”合力，全面落实耕种管收、地
种肥药等全领域、各环节增产减灾措施，
全力以赴夺取夏粮丰收。

稳定播种面积是稳定粮食产量的基
础。去年，河北省遭遇了历史罕见的洪
涝灾害，在各级各相关部门和人民群众
的通力协作下，所有积水地块在9月底前
全部退水，全省上下抢时抢墒播种，冬小
麦实现应播尽播、能播尽播。

一代更比一代强的种子，成为丰收
的关键因素。河北围绕小麦产业，强化
新品种选育，有效促进优质小麦品质提
升和产能提高，培育出“马兰1号”“衡麦
30”等节水高产小麦品种，以及“冀麦
U68”“藁优2018”等一批品质性状优良、
适应性强的强筋小麦品种，良种成为夏
粮丰收的“关键密码”。

粮食要高产，良田是保障。以粮食生
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保护区为重点，截
至2023年底，全省建成高标准农田5400
万亩，进一步提高了项目区耕地质量和农
业基础设施水平，为今年夏粮产量再攀新
高峰发挥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今年，
全省各地将加快推进350万亩增发国债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优化项目布局，加
大资金投入，确保年底全部完工。

为保障夏粮丰产丰收，河北省充分发
挥体系专家、农技骨干、“一村一名农技
员”三支队伍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措施。

大力开展病虫害统防统治和联防联控，实
现小麦“一喷三防”全覆盖，有效遏制了条
锈病、赤霉病、麦蚜等病虫害扩散蔓延。

夺取夏粮丰收，对确保口粮绝对安
全至关重要。今年河北省“三夏”生产，
从部署到落实，不仅抢早一步，而且措施
更实、更细。

早在“三夏”战役打响前，河北省就
对“三夏”生产进行了全面安排部署。省
委农办成立由农业农村部门牵头，交通
运输、公安交警、气象、粮食储备等部门
参加的“三夏”生产工作专班，推动各地
落实落细“三夏”生产措施。

粮食种得好，更要收得好。今年“三
夏”期间，全省组织和调度小麦联合收割
机、拖拉机、玉米播种机、秸秆还田机等
200余万台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充分发挥
智慧农机作用，开展机收辅助驾驶等智
能作业，提高机收机播质量，确保夏粮颗
粒归仓，秋粮适时播种。

河北夏粮喜获丰收 总产量302.6亿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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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林单丹 近年来，天津市宝
坻区注重挖掘乡村多元价值，推动农文
体旅商深度融合，取得了显著成果。今
年各类农文旅活动共接待游客283万余
人次，同比增长18.2%，实现综合收入
2.92亿元，同比增长11.3%，农民增收
7300万元。日前，宝坻区新开口镇举办
了“果蔬丰收季?趣采来宝坻”特色农品
采摘季发布会，通过发展特色农业、打
造乡村旅游品牌、举办赛事活动等方
式，进一步提升全域乡村的知名度和美
誉度。

宝坻拥有105万亩的肥沃良田，是
天津市的粮食生产重地，年产粮食69万
吨。潮白河作为宝坻的绿肺和水脉，其
两岸打造的多个旅游点，如小辛码头村、
赵家湾村等，呈现出一派小桥流水人家
的北国江南景色。宝坻的地热资源极为
丰富，也是旅游开发得天独厚的条件。

“依托这些生态优势，宝坻区积极
打造‘遇见宝坻?印象潮白’旅游品牌，
并举办潮白河四季欢乐旅游节等一系
列活动，吸引大量游客休闲度假。”宝坻
区副区长刘学政介绍，潮白河资源以及
青龙湾国家森林公园等大面积绿地，不
仅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也
为游客带来了丰富的旅游体验。

“在2024年京津冀鲜食西红柿和黄
瓜擂台赛中，宝坻的农产品包揽多个奖
项，充分展示了宝坻农产品的实力。”宝
坻区农业农村委主任刘玉祥介绍，品质
卓越、口感独特，是宝坻区设施采摘现
代农业的魅力。作为天津的农业大区，
宝坻以其土肥水美、物产丰富的特点而
闻名。全区现有设施果蔬采摘基地78
家，面积达2万多亩，种植火龙果、无花
果、加州红提等特色热带水果，以及草
莓西红柿、水果黄瓜、六代红星苹果、阳
光玫瑰葡萄等数十个高端品类。这些
特色果蔬以其独特的口感和浓郁的风
味，深受京津冀市场的喜爱。

近年来，宝坻区成功打造“聚郝痴
水果”“绿野蔬菜”等果蔬类“津农精品”
品牌12个，其中不乏赵云超家庭农场的
黄瓜、宝晶合作社的樱桃西红柿、燕军
家庭农场的甜瓜等明星果蔬产品。

为了进一步提升农产品品质和市
场竞争力，宝坻区积极推广绿色农业、
生态农业等现代农业模式。通过科技
手段提升农产品品质，让游客在采摘过
程中也能感受到现代农业的魅力。特
色农品采摘季期间，游客可以走进田间
地头，体验采摘的乐趣，品尝到新鲜、优
质的农产品。

宝坻区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
拥有漕运文化、辽金文化、稻耕文化等
多种文化元素，多元融合，历久弥新。
采摘季期间，该区通过举办各种文化活
动，如金石撕纸、掐丝彩画、葫芦制作等
非遗项目展示和体验活动，让游客在欣
赏美景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文化的魅
力。这些项目不仅传承发扬宝坻的传
统文化，还通过创新的方式将其转化为
旅游产品。

特色农品采摘季涵盖果蔬采摘、文
化体验、旅游观光等多个方面，在活动
期间，宝坻区还举办了各种文化活动和
旅游节庆活动，如潮白河四季欢乐旅游
节、农产品展销会等。这些活动促进了
农文体旅商的深度融合，为宝坻区乡村
振兴注入新的活力。

天津宝坻区农文旅
深度融合为乡村添活力

本报讯 雷风雨 今年天津市严守粮
食安全底线，科学布局粮食生产，夏粮生
产总体呈播种面积增、综合单产增、总产
量增的三增态势。国家统计局天津调查
总队昨天发布的夏粮产量调查结果显
示，2024年天津市夏粮总产量达79.9万
吨，同比增长7.3%，喜获“六连丰”，为夺
取全年粮食丰收奠定良好基础。

今年，天津市夏粮播种面积为127.7
千公顷（191.5万亩），同比增长3.9%，实

现“五连增”。国家统计局天津调查总队
农业农村调查处工作人员尹慧媛分析了
夏粮播种面积增加的原因：“一是夏粮播
种期气候条件适宜，有利于小麦适时播
种，农户抢抓农时、应种尽种；二是部分
农户为获取更高收益，将种植一季作物
的耕地改为种植一季小麦和一季玉米，
还有部分农户将经济作物改种粮食。”

今年，天津市夏粮综合单产为
6261.3公斤/公顷（417.4公斤/亩），同比

增长3.3%。今年夏粮各生长关键期水热
条件适宜，未发生明显病虫害，为单产增
加创造了有利条件。秋冬播期间气温高
于常年，利于冬小麦播种出苗；越冬期降
雪有效缓解麦田旱情，减轻低温冻害影
响，冬小麦安全越冬。今年入春以来，气
温回升较快，土壤墒情较好，冬小麦正常
返青；拔节至灌浆期，有效降雨减缓部分
地区旱情，有利于小麦灌浆成熟；收获期
未发生较大范围降雨，夏粮顺利归仓。

天津夏粮总产量同比增长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