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王红 近日，“2024京津冀产
销对接大会”（以下简称“大会”）在石家
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召开，大会旨在
搭建京津冀特色企业品牌及农产品展销
窗口，打通产销链路，助力京津冀区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

此次大会汇聚了京津冀糖酒食品全
国领先品牌和区域龙头企业、品类独角
兽和成长性企业，以及部分全国一线糖
酒食品企业，涵盖酒类、食品、饮品、农
业、食材、调味等多个行业领域，现场展
示推介，对接合作。

大会现场规划有京津冀三助工程成
果馆、酒类品牌馆、食品饮料馆、农业食
材调味馆、品质消费体验区以及冀疆合
作成果等特色展馆（区），同时设置实地
布展与云上办展融合，线下实体展出、线
上场景化展示，多维度立体化进行产业

优势和特色产品的展示和推介，进一步
推动产销一体化，激发消费新活力。

此次大会还邀约了七大核心采购商
渠道，包含核心经销商、区域B2B平台、
连锁商超、量贩零食/硬折扣渠道、社区
拼团、电商达人、连锁餐饮等。同时还有
包括特通、新零售、外卖、品牌专卖店、电
商平台、社区团购等近万家采购商前来
选品备货采购，通过面对面洽谈交流，达
成采购意向，提升企业产品在京津冀地
区及国内的市场占有率。

此外，为强化对接效果，大会期间将
举办京津冀食品商100强/酒商100强/
饮品商100强系列对接会、京津冀鲁豫
晋县区经销商选品对接会、京津冀连锁
餐饮对接会、京津冀商超直采合作会、京
津冀冻品大商采购对接会、京津冀酒业
电商达人对接会等十余场对接活动，通

过面对面洽谈合作，拉近上下游企业之
间的距离，汇聚对接新动力，实现厂商合
作共赢，让产销对接更高效。

为激发糖酒食品产业发展新动能，
探寻糖酒食品产业新质生产力，解读发
展新动能。大会期间还将举办2024冀
酒高质量发展圆桌会、2024国民好酒发
展大会暨百强价值榜发布、2024农餐食
（京津冀）产销对接大会暨第二届全国新
食材供应链大会、中国（北方）食品饮品
礼盒大会暨国民畅销好礼全渠道对接会
等多场会议，并为企业、协会、政府定制
独立发布会、推介会等活动。

本次对接大会由河北省市场监管
局、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天津市市场监管
委员会联合主办，河北省消费者权益保
护委员会、河北省个体私营企业协会、石
家庄市市场监管局协办。

“2024京津冀产销对接大会”在石家庄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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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张丽 吕宁 日前，河北省工
信厅遴选出10个省级传统优势食品产
区和8个地方特色食品产业，邯郸市大
名面粉产区、邯郸浓香型白酒产区、鸡泽
辣椒酱产区和邱县清真预制餐食产业榜
上有名。截至目前，邯郸市共获评国家
级、省级传统优势食品产区和地方特色
食品产业6个，合计数量居河北第一。

大名面粉产区常年种植小麦，面积

大、产量高、品质好，是“全国优质面粉加
工业示范基地”，面粉销售半径辐射全国。

邯郸浓香型白酒产区拥有“中国驰
名商标”的丛台酒业，不仅是中国国家地
理标志产品，还成为地域文化的符号和
城市品牌的代表。除白酒生产和销售
外，还积极发展工业旅游，已建成集科研
开发、固态酿酒、包装物流、工业旅游为
一体的园林式酿酒工业园区。

鸡泽辣椒酱产区辣椒种植面积8万
亩，是中国北方最大的辣椒生产、加工集
散中心，拥有“天下红”“湘君府”2个“中
国驰名商标”，产品包括油辣椒、剁辣椒、
辣椒酱等五大系列200多个品种。

邱县农产品资源丰富，市级以上农
业产业化企业数量全省第一，农牧业发
展具备一定规模，肉羊存栏20.74万只、
家禽存栏398.52万只。

邯郸推动传统优势食品产区规模不断壮大

本报讯 王刚 清晨，河北省平泉市黄
土梁子镇龙潭社区，村民薛凤东的食用
菌基料生产基地忙碌起来。趁着早上凉
快些，基地工作人员把一节节树干、农作
物秸秆分别投入不同的粉碎设备，粉碎
装袋后作为香菇基质。

龙潭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立强介绍，
当地采用“林业三废”（采伐剩余物、造材
剩余物、加工剩余物）以及农作物秸秆作
原料生产食用菌，生态效益转换率达1∶1
以上。在生产基质中，3年轮换平茬的刺
槐是重要原料，配比占20%左右。“我们

在荒山上栽植刺槐1万多亩，刺槐树枝
是食用菌产业的重要辅材。”张立强说，
“全社区年产食用菌7000多吨，总收入
1200多万元。”

七山一水二分田，平泉是个典型山
区农业市，共有林地298.6万亩，其中，刺
槐面积共65万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就植树造林来
说，要兼顾绿色和发展，才能取得最大的
效益。”平泉市市长何会岭说。

平泉市与河北农业大学等多家院校
合作，搭建科创平台，培育300多名技术

人员，先后建成刺槐、农作物秸秆等6条
循环经济产业链条。其中，食用菌产业
链年产值82亿元。

除了食用菌产业链，山杏也是当地
重点打造的产业链。杏林春晓承德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建设超临界苦杏仁萃取生
产线，每颗杏仁利用率达95%左右。该
市共有67万亩山杏，通过种植、深加工
等，开发出杏仁饮品、杏仁药品和活性炭
环保产品等30余种山杏产品。在当地
形成年交易额近10亿元的市场，带动全
市2.5万余户农户增收。

平泉助力循环经济建设生态优势转为发展优势

本报讯 董博钊 赵发辉
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
量安全中心公布2024年第二
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特
质农品名录，河北省89个产
品成功入选。其中赵县雪花
梨、阳原鹦哥绿豆、平泉香
菇、玉田白菜、徐水驴肉、邢
台信都酸枣仁、曲周南里岳
鸡蛋等71个农产品入选全国
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新增
数量全国第二位；东沙窝紫
皮大蒜、福华牛肉、易县独乐
磨盘柿、拓荒者白山药、赵阔
腌肉、乳旺生鲜乳等18个产
品入选特质农品名录，新增
数量全国第一位。截至目
前，河北省入选全国名特优
新农产品、特质农品分别为
96、20个，位列全国第17位
和第7位，较年初分别进位
10名和17名。

长期以来，河北省深入
实施农业生产和农产品“三
品一标”行动，优化农业生
产方式，提升农产品质量，
坚持把增加绿色优质农产
品供给放在突出位置，狠抓农产品标
准化生产、品牌创建、质量安全监管，
满足人民群众对安全优质营养健康农
产品日益增长的要求。

本报讯 近日，从天津市农业农村委
员会获悉，近年来，天津市优农中心始终
以种业创新为动力，以安全生产为保障，
大力推动小站稻产业发展，努力打造绿
色、优质、高效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为
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贡献力量。

一是强化种业创新，培育新质生产
力。持续开展水稻种子研发，采取常规
育种和分子育种相结合，开展多生态区
广适性育种研发，完成了原种场、海南、
吉林、辽宁等地水稻种子研发共4600余
份育种材料的中前期育种工作，预计育
成春稻、麦茬稻、优质稻、特用稻等稳定
品系50个以上，2024年参加国家和省级
区域试验品种12个。

二是水稻疾病防治显成效，京津冀
稻区恶苗病得以控制。水稻重大疾病防
治工作一直备受关注，市优农中心通过
试验推广“杀螟?乙蒜素＋乙蒜素”防治
种传病害，取得了显著成效。曾经泛滥
的恶苗病得到及时控制，为稻区农民带
来了福音。

三是打造“种津原”小站稻品牌，引
领绿色标准化生产。为提升农产品品
质，积极开展“种津原”系列小站稻品牌
建设，先后落实了2000亩津原U99种子
稻和100亩黑稻、红稻、糯稻、软米稻特
色稻绿色标准化生产，其中高端小站稻
“种子米”示范种植500亩，与北京元一
智库农业规划研究中心制定了《“津原”
小站稻品牌建设联合运营推进方案》，通
过品牌战略规划、产品包装设计、营销平
台搭建推动小站稻品牌建设工作。

四是开展超高产创建工作，大力推
进吨粮稻攻关。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进
一步优化技术方案，实施了津原89吨粮
稻攻关项目，有望实现百亩片亩产1800
斤、核心试验区亩产2000斤的预期目标。

天津大力助推
小站稻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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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秋 时
节，位于燕山
脚下的河北
省承德市承
德县下板城
镇乌龙矶村
的千亩桃园
迎来丰收采
摘季，当地果
农抢抓农时
采 摘 销 售 。
图为乌龙矶
村的果农在
分拣鲜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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