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消息 稻田千层浪，飘来新米香。
11月9日，天津市宝坻区八门城镇欢喜庄园再
迎“欢喜事”，来自京津冀地区的游客齐聚于
此，庆祝宝坻区首届“新米节”。

看文艺演出、收割稻谷、体验农事……本
次活动以“米”为媒，以“节”会友，以“文”兴业，
为广大稻农搭建起集展示、交流、体验、销售于
一体的综合性平台，让更多游客身临其境了解
大米种植和加工过程，同时有效促进农产品销
售，推动农业技术进步和产业融合发展。

收稻谷、碾新米、尝新米是活动的重头戏，
游客不仅能近距离感受丰收的场景，亲眼见证
“稻谷”到“大米”蜕变，还在第一时间品尝新
米。在农产品展示区，远近闻名的“宝坻三
辣”、果蔬等优质农产品，以及辣酱、酱菜、山楂
果茶等宝坻特产，也吸引众多游客品尝购买。

作为“南稻北种第一县”，宝坻水稻种植历
史悠久，可上溯至400多年前的明代万历年
间。近年来，宝坻区委、区政府主动迎合京津
冀大城市旅游市场需求，将宝坻打造成集乡村
观光、民俗体验、田园养生和运动休闲等于一
体的乡村旅游集聚区。

本次活动由宝坻区委、区政府主办，宝坻
区农业农村委、八门城镇承办，宝坻区委宣传
部、区融媒体中心、区文化和旅游局、区委网信
办、区文化馆协办。

天津宝坻区举办
首届“新米节”

本报讯 赵红梅 李书杰 闫龙 近日，河北
省农业农村厅、河北省农林科学院联合邀请
全国大豆专家组成专家组，对河北省培育的
高产优质大豆品种进行了实收测产，多个品
种再创佳绩。

为提升大豆、玉米等主要作物单产水平，农
业农村部从2023年开始实施了全国粮油等主要
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并出台了《全国粮油
等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实施方案》和
《大豆单产提升三年（2023—2025年）工作方
案》，提出聚焦100个重点县整建制实施大豆单
产提升行动，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和无极县
入围。为提高大豆单产水平，促进石家庄市藁
城区和无极县整建制实施大豆单产提升行动，
河北省相关部门起草制定了《河北省粮油等主
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实施方案》《大豆、
油料和食用油产能提升工作方案》，定目标、明
路径、强保障，就大豆单产提升工作进行安排，
实打实扩面积、提单产、增效益。围绕良田、良
种、良机、良法，全程精细精准化加强大豆管理。

据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研究所大豆专
家杨春燕研究员介绍，为提高大豆单产，河北
省科研人员多年来一直不懈努力，培育出冀豆
17、冀豆21、冀豆29等一批高油高蛋白高产大
豆新品种，并在生产上大面积高产示范与推广
应用。

河北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大豆创新
团队首席专家、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研究所
所长闫龙研究员介绍，为加快良种良法技术配
套应用，助力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河北
省以藁城和无极两个实施大豆单产提升行动
整建制县（区）为样板，依托河北省大豆创新团
队，采用大豆绿色高效全程机械化高产栽培技
术，前期通过精选种子、种子包衣、增施有机肥
和复合肥，确保了一播全苗；后期采取了化控
防倒、“一喷多防”等配套技术，通过良田、良
种、良法等配套，为大豆增产增收提供技术保
障，示范带动了全省大豆单产提升。

河北多个高产优质大豆
品种实收测产再创佳绩

11 首都食品安全2024年11月15日 星期五
E-mail：tougao_cfs365@126.com京津冀

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责编：张华清 版式：武凯强

丰台作为北京市中心城区之
一，承担着首都前院、城市门户、文
化客厅和生态屏障的重要职责。全
区现存一定数量的耕地和林地，促
进都市型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健
全“农”“文”“旅”“体”“商”深度融
合发展机制，是丰台促进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提升城市品质的一项重
要课题。近年来，区政协委员高度
关注这一课题，积极主动为做好“土
特产”这篇大文章作贡献。

近日，由人民政协网承办的“理
响中国?讲好‘中国式商量’故事”
网络主题活动媒体记者团走进北京
市丰台区政协，一场围绕“做好土特
产文章，拓宽农业发展新路径”的专
题协商会正在火热进行。现场，区
政府领导、区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
区政协委员、相关企业负责人就如
何破解丰台区土特产存在的困惑及
问题深入交流、建言献策。

“怀柔板栗、大兴西瓜、平谷大
桃等特色农产品，在北京乃至整个
北方地区都有名气，与之相比，丰台
区的特色土特产市场知名度就小多
了。”丰台区政协委员、北京长辛店
郁都园林绿化服务有限公司经理郑
磊在介绍调研情况时表示，一方面
是因为丰台区的特色土特产的市场
推广主要依赖于传统渠道，在新媒
体平台上的营销力度不足，缺乏利
用社交媒体、直播等新兴手段进行
推广的意识和能力；另一方面与丰
台区农业技术推广人员、食品科学、
农业科学等领域的专业研发人才较
少，限制了土特产的产品多样化和
创新也有关系。

据了解，丰台区的花木种植历
史距今已有800余年，丰台芍药、花
乡月季、草桥菊花等都是当地特色
花卉品种，如何结合这一优势，做好
土特产文章？

“丰台区以‘五气连枝、丰宜福

台’作为城市形象，拥有历史悠久的
花卉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
同的花卉在视觉和情感上都有不同
的表达。借鉴于此，可以用不同花
卉准确地表达丰台‘五气连枝’的精
神内涵。”丰台区政协委员、丰台区
教育科学研究院专职责任督学谭永
芳建议，将花卉文化融入土特产的
产品包装设计、衍生品开发中，展现
丰台区的历史和文化。

丰台区政协委员、北京市科学
技术研究院科技情报研究所研究员
张京成则呼吁，要结合花园城市建
设，做大做强花卉产业。

“目前，丰台区休闲农业的发展
和休闲园区的打造与‘千万工程’等
典型案例的模式还存在较大的差
距，缺少‘爆款’的园区和景点。”丰
台区政协委员、区农业农村局动物
卫生管理科科长吴宏锐建议，在本
土资源开发方面，需要从顶层规划、
内容设计以及技术支撑等多个方面
加以完善。

在张京成看来，土特产讲的是
基于一方水土开发乡土资源。乡土
资源的开发必须重视农业、文化和
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立足地方实
际，找准发展方向，形成产业集群。
他建议，强化农文旅深度融合，深入
挖掘乡土文化资源，赋予其精神的
文化内涵；以农产品、土特产为基础
资源，讲好地方乡土故事。

“在实施团队建设和组织架构
方面，可以采取集体经济组织与区
属国有商业企业相结合的方式。如
种植、养殖由集体企业主要负责，销
售由国有企业主要完成，既可以是
商业合作模式，也可以是参股成立
新公司的模式。”丰台区政协委员、
国信金业（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赵欢举例道。

“研发‘四季鲜花宴’等特色餐
饮，并逐步构建‘生态+餐饮’‘文

化+餐饮’‘数字+餐饮’等模式，形
成具有丰台特色的餐饮品牌，让特
色农产品‘土’出圈。”

“科学利用森林资源，促进林下
经济高质量发展，重点发展林下种
植、森林康养、户外拓展和生态体验
休闲，提升森林资源生态价值的可
持续利用。”

“通过科技小院等形式，开展技
术研发和创新项目，解决生产和加
工中的技术难题。”

协商会现场，大家谈问题、提建
议，畅所欲言、集思广益，纷纷为拓
宽农业发展新路径提供“金点子”。

丰台区副区长赵春丽表示，丰
台区要立足本土资源优势，做实
“土”文章——聚焦花卉产业，发挥
种业优势，以产业为纽带，加强市
属、区属国有企业与农村集体企业
的互促合作，切实把丰台的本土优
势转化为联农带农促增收的新动
能。大力培育特色作物种植，做足
“特”文章——重点打造“稻、花、
枣、菜”地区土特产IP，走出一条人
无我有、科学发展、符合自身发展实
际的道路。提升产业链发展水平，
做优“产”文章——充分发挥丰台区
的职教、市场、餐饮、文旅等资源优
势，打造优质、高效、安全、稳定的
生产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不断增
强农业农产品发展的市场竞争力，
把农产品增值收益留在农村、留给
农民。

丰台区政协相关负责人表示，
“这次专题协商会的主题勾起了大
家强烈的乡土情怀。参会各方讨论
热烈、建言很实。我们会尽快梳理
并向区委、区政府提交协商成果。
明年，区政协还会重点跟踪监督协
商成果落地。我们会为丰台特色
农产品出名、出圈，持续贡献政协
力量。”

（据人民政协报）

做实做足做优
“土”“特”“产”这篇大文章
——北京市丰台区政协围绕特色农产品出名出圈协商建言

丰台区结合生态环境质量这一优势丰台区结合生态环境质量这一优势，，做好土特产文章做好土特产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