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李甜甜 近日，从天津市
农业农村委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获悉，
2024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
首次登陆天津，将于近日举办。作为今
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点内容，金秋消
费季为期三个月的系列活动将为津城市
民带来一场农业与消费相结合的盛宴。

本次金秋消费季以“绿色健康消费
金秋共庆丰收”为主题，携手大型涉农企
业、供应链企业及电商平台等多元流通
渠道，共同推动优质农产品的市场化进
程。活动将精心策划8个预热活动、8项
主会场活动内容和8个延伸活动，自预
热阶段起全面启动，通过多维度、多层次
的宣传与推广，全方位展示中国农业品
牌的独特魅力。

作为预热活动之一，小站稻号主题
游船启航仪式昨晚在河北区举行。随着
汽笛声响起，小站稻号主题游船缓缓驶
出停泊站台，正式投入载客使用。作为

天津农业的瑰宝，小站稻承载着深厚的
历史文化底蕴和丰富的农业智慧，小站
稻号主题游船将成为展示天津城市风
貌、文化魅力、农业品牌的标志性窗口。

预热阶段，除小站稻号主题游船启
航外，天津地铁1号线和3号线也将开通
丰收号地铁专列，持续8个星期推出“丰
收盲盒”活动。线上方面，农业农村部组
织多家大型电商平台开展优惠券抢券或
满减活动，为消费者带来实在优惠。线
下由市农业农村委员会联合多家银行发
放丰收消费券，进一步激发市民的消费
热情。

主会场活动涉及8项内容。9月上
旬，金秋消费季主会场活动将在津湾广
场开幕。活动现场不仅有全国优质农
产品产销对接会、金秋消费助农直播、
亲水露营等互动环节，还将邀请知名民
谣、电音乐队进行蛙声音乐会演出。同
时，河畔餐桌?农品品鉴、“919”邮政农

品节启动仪式等活动也将相继展开。
主会场还将搭建国风场景，设有汉服打
卡、猜灯谜、中华诗词等传统文化活动，
邀请农业、国学等领域的专家进行现场
对话与直播，讲述农业在中华文化中的
重要地位。

今年金秋消费季还将策划8个丰富
多彩的延伸活动，持续至立冬。这些活
动涵盖供销丰收大集、金秋露营生活
节、半程马拉松暨西青区丰收节、蟹王
蟹后争霸赛、沙窝萝卜文化旅游节等多
个领域，活动遍布天津市各区，将为市
民提供多样化的参与体验。9月22日
秋分当天，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开幕式将
在天津市武清区南蔡村镇粜粮务村举
行。10月23日和11月7日，天津市津
南区稻香源小站稻示范种植基地还将
分别举办小站稻开镰节、小站稻擂台赛
活动，进一步展示天津农业的发展成果
和丰收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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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陈凤来 位于河北省东南部
的饶阳县，被誉为“中国蔬菜之乡”“中国
设施葡萄之乡”。经过30多年的发展壮
大，该县蔬菜播种面积突破43万亩，其
中设施蔬菜播种面积34万亩，设施葡萄
种植面积达11万亩，年产各类蔬菜240
万吨、鲜食葡萄30万吨，形成环京津设
施蔬菜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近年来，该县立足“品种高端、设施
高端、技术高端、品牌高端、链条完整”，
全面提升设施果蔬专业化、集群化、产业
化发展水平，以科技为支撑，着力打造全
国一流的高品质果蔬产业示范县和农业
产业化示范基地。

新技术助力
推进棚室和节水设施改造提升

“今年重建了22座温室大棚，总计
100亩。”8月11日，在饶阳县留楚镇北师
钦村葡萄基地，种植大户蔡广数登上棚
顶，脸上满是骄傲。

去年以来，饶阳县规划建设北堤番
茄、战备路厚皮甜瓜等10个万亩果蔬产
业示范片区，大力实施棚室和节水设施
改造提升工程，推广新型全钢架大跨度
棚室建造技术、绿色防控技术、水肥一体
化智慧节水灌溉技术等，形成“以点带
面、连线成片、示范引领、整体提升”的示
范创建格局。

为实现设施高端，该县规划打造
农业装备产业园，涵盖塑料棚膜、苗床
制造、温室设备等主导产品，博超高端
苗床、安信农业装备制造等一批设施
装备项目正全速推进。同时，该县还
高标准规划建设绿色食品产业园和中
央厨房（预制菜）产业园，目前有9个项
目入驻。

同时，该县引导忠大农业、诚壹正农
业等本土传统种植企业扩投资、上项目、
促转型，新增净菜加工、中央厨房等板块
内容，全县设施农业形成了集育种育苗、
基地生产、预制菜加工、冷链物流、农业
装备于一体的龙头引领、全链布局发展
格局。

“从一粒种子到一桌好菜”
建成蔬菜全产业链监管服务平台

日前，笔者走进饶阳县大尹村镇
南北岩村众瑞育苗基地一座新型日光
温室大棚，一排排育苗盘摆放整齐，嫩
绿的甜瓜苗长势喜人，工人正通过手
机遥控操纵卷帘机。在另一座棚里，
自动播种机向育苗盘里快速播种新一
茬果蔬种子。基地负责人杨姗姗站在
大棚外，指挥工人把西瓜苗、甜瓜苗装
车发往外地。

去年汛期，众瑞育苗基地有8座育
苗温室和两座联动棚被淹。“这9座新型
日光温室大棚，就是县里和镇上组织俺
们去北京、山东等地参观学习后重建
的。”杨姗姗指着一排新大棚说，“不仅能
抗灾防灾，而且空间更大。我们安装了
全自动育苗机、自动洒水车、遥控卷帘机
等智能设备，通过水、肥、温、光一体化智
能管理，实现育苗全程自动化，省时省工
又省水。以前使用人工播种，一个人一
天才能种200盘；现在用自动育苗机，一
小时就能播完400个育苗盘，既均匀，成
活率又高。”说着，她打开手机，点开
App，各个棚内的温度、湿度、通风口大
小等信息一览无余。

聚焦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饶
阳县实施“数字果蔬”工程，启动饶阳县蔬
菜产业大数据中心建设，以县蔬菜公司为
载体，以订单为驱动，全面整合种苗、种
植、加工、仓储、销售等全产业链数据资
源，汇聚融合专家在线服务、质量可追溯
体系、金融支农服务、用工需求对接等产
业数字化服务，打造来源可塑、去向可追、
信息可视、远程可控的蔬菜全产业链监管
服务平台，累计入驻经营主体367家。

以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创建为统领，
饶阳县与中国农科院、中国农业大学等
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关系，搭建国家蔬菜
改良中心河北分中心、国家蔬菜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工作站、京津冀蔬菜科技测
评示范中心、河北省设施葡萄试验示范
中心等科研平台，集聚了一大批专家型
和实用型人才，覆盖种植生产、技术推

广、科技服务、经营销售等各个领域。饶
阳县作为北方果蔬新品种、新设施、新技
术测评中心和科技孵化转化新高地的地
位得到进一步确立。

此外，围绕“农头工尾”“首尾衔接”，
饶阳县大力实施强链补链延链工程，加
快构建“从一粒种子到一桌好菜”全链条
发展格局。

提供人才保障
高层次人才引进和本土人才培养计划

“在甜瓜采摘的前十天，一定要少浇
水，有助于增加甜度、减少裂果……”日
前，在饶阳县留楚镇北空城村红响家庭
农场的种植大棚里，特聘农技员宋长江
一边查看甜瓜长势，一边向种植户讲解
管理要点。其间，宋长江的手机不时响
起，他不停地通过电话、微信，对咨询种
植问题的农户进行指导。

宋长江是饶阳县农业农村局首批农
技推广服务特聘人员，也是该县首批农
民高级技师，拥有丰富的蔬菜种植经
验。多年来，他活跃在田间地头，为群众
送技术、送服务，得到群众的普遍认可，
是名副其实的“田秀才”。

“去年汛期那段时间，我每天都蹚着
水、踩着泥到棚里查看，根据不同受灾情
况提出合理建议，帮助大家把洪灾损失
降到最低。”宋长江回忆说。

“为让菜农增产增收，我们建议农户
在棚室中安装滴灌设备，可以省水、省
工、省肥。推广西红柿、甜瓜单行定植技
术，在整体株数不变的前提下，加密株
距，采光率更好，有助于提升蔬果品质。”
连日来，宋长江穿梭在棚室中。菜农们
说，一看见他，心中就有了“定心丸”。

温室果蔬种植，技术含量要求高，必
须农技先行。该县积极实施高层次人才
引进和本土人才培养计划，形成以国家
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张友
军、河北农业大学申书兴教授等国内一
流专家为引领，以科技特派员和“乡土专
家”为支撑，以高素质农民为补充的多层
次、广覆盖的人才队伍。

本报讯 林单丹 九河下
梢的天津市，水资源丰沛，
气候宜人，淡水鱼养殖历史
悠久。根据最新规划，2025
年，天津市渔业经济总产值
将达到 80亿元，水产养殖
面积将扩大至100万亩。

为助力天津市水产养
殖业绿色健康、高质量发
展，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进一步加强生
态环境保护。日前，天津
市农业系统邀请全市水产
专家和各区水产养殖技术
人员、养殖户一同走进天
津市东丽区金鑫养殖有限
公司，共同参与一场别开
生面的水产养殖绿色发展
现场观摩会。

随着活动的正式启动，
与会代表迫不及待地涌入
养殖区域，仔细观摩“三池
两坝”尾水治理、池塘圈养
养殖、池塘工程化养殖等一
系列先进模式的实际运
作。这些绿色、健康、高效
的养殖方式让众人眼前一
亮，并展开深入交流。

“传统的池塘就像是一
潭死水，鱼儿在里面生活，
水质容易变差，生长也受
限。但现在，通过科学的推
水系统，我们就像给池塘装
上了心脏，让水体循环流动
起来。”就池塘工程化养殖
模式，天津市水产研究所推广科负责人
姜巨峰介绍，通过推动水体循环流动，
水体中的氧气含量大幅增加，显著提高
了水中的溶解氧含量，为鱼儿创造了一
个更加健康、适宜的生长环境。

在新模式、新设备的推广中，天津
水产科研人员还针对地区的特殊风
向、粪污收集模式等技术点做了适应
性调整，让新型设备更适合天津地区
淡水鱼养殖需求。

环保节水是都市渔业的未来发展方
向。“通过科学的设计和管理，我们实现
了水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和循环利用，有
效降低了水资源的浪费。这不仅符合现
代都市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也为天津市
的水产养殖业带来了更多的机遇。”天津
市水产研究所副所长尤宏争介绍。

活动现场，专家们详细介绍了每
一种养殖模式的特点和优势，并耐心
解答了与会者的疑问，分享自己在养
殖过程中的宝贵经验和心得。来自全
市的养殖户代表积极投入，或拍照记
录精彩瞬间，或认真聆听讲解，或亲自
下场体验，现场氛围异常热烈。

观摩活动结束后，与会代表还参与
了天津市水产养殖绿色发展工作交流
暨“五大行动”培训会议。代表们围绕
生态健康养殖模式的推广、水产养殖用
药的减量、水产种业质量的提升等主题
展开深入交流和探讨。天津市农业农
村委渔业管理处处长陈凯表示：“这些
模式有助于推动天津市水产养殖业的
绿色、可持续发展，不仅经济效益显著，
还为社会和环境做出了积极贡献。”

此次活动的成功举办，不仅为天
津市水产养殖业树立了绿色发展的典
范，也为推动都市渔业的绿色转型和
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与会
代表纷纷表示，他们将把这次观摩和
交流的经验带回家乡，积极推动当地
水产养殖业的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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