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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郝东伟 近日，在河北省邢台
市南和区贾宋镇宁营村，一片片绿油油的
冬小麦长势良好，种粮大户宁永强忙着给
冬小麦浇越冬水。

“我这块地有部分小麦是晚播的，结
合当前小麦长势，抓紧时机浇越冬水，争
取明年有个好收成。”宁永强说。

在邯郸市魏县爱耕种植专业合作社
的麦田里，2000多亩冬小麦都在适播期播
种。眼下，冬小麦群体充足、个体健壮，及
时进行化学除草和麦田镇压成为当前主
要的管理措施。

“通过农技专家的指导，个别地块有
草的做好化学除草，在冬小麦旺长的地块
进行镇压处理，确保小麦安全越冬。”魏县
爱耕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西林说。

河北省各地小麦即将进入越冬期。
为全面推行精细精准科学管理，助推小麦

单产提升，河北省小麦高质量生产管理现
场观摩活动近日在辛集市马兰农场举办。

“今年我省小麦整地质量和播种质量
都有大幅度提升，9月至11月期间，麦区有
充足的降水，墒情足，有利于小麦生长。”
活动现场，河北省小麦专家指导组组长郭
进考介绍，今年小麦越冬条件较好，但由
于前段时间气温较高，也造成了个别地块
小麦有旺长趋势。

小麦旺长是指小麦长势过快、麦苗茎
数多、叶面积系数大，这给小麦安全越冬
带来一定隐患。“现在这个时间段重点就
是对旺长麦田进行镇压，镇压时第一个原
则是地一定要干，湿了是不能镇压的。第
二个原则就是地冻了以后，坚决不能镇
压。如果这时镇压就会把麦苗压伤了。”
郭进考说，针对麦苗旺长情况，种植户要
进行控旺镇压，做到“压大不压小、压干不

压湿、压软不压硬”。
冬小麦田间管理要注意哪些事项？

郭进考提醒广大种植户，密切关注天气变
化，及时调查麦田的墒情、苗情变化，科学
诊断，分类施策，科学管理。同时，有利于
农作物生长的天气也有利于杂草生长和
病害发生，因此种植户在管理小麦时，要
及时防治纹枯病、茎基腐等根茎病害，喷
除草剂一定按要求严格执行，防止药害。

小麦生产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
仗。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今年冬小麦播
种质量较高，土壤墒情较好，各地将充分
利用好有利的基础条件，发挥科技支撑力
量，全力推进小麦全程精细精准科学管
理。同时，利用“冬闲”时节，组织开展多
种形式的田管技术培训观摩活动，引导农
民适时开展镇压锄划等管理措施，加强小
麦田间管理，夯实来年丰收基础。

河北各地小麦即将进入越冬期

聚焦第21届农交会

本报讯 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获
悉，近日，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农产品
交易会（以下简称“农交会”）在广东省
广州市举行，本届农交会以“加快发展
现代农业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主题，
河北省农业农村厅组织60家优秀农业
企业携近千款产品参展。河北省农业
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苗冰松参加
了本次活动。

据了解，本届农交会将以“展”为
媒，展示推广新产品新成果新业态新
模式，弘扬传承优秀农耕文化，展销推
介优质特色农产品，持续推动学习运
用“千万工程”走深走实。

河北省展区位于中国进出口商品
交易会展馆B区11.2号馆，展示面积
423平方米。在全省范围内遴选60余
家地方代表性强、品牌知名度高、产业
特色鲜明的优质企业，和近千种品牌
优质农产品参展，集中展示河北现代
农业发展成就，推介农业资源优势，宣
传优质农产品品牌。

展区设多个功能分区：一是综合
形象区。在展区入口处设置河北农业
综合形象区，全省范围内遴选地方代
表性强、品牌知名度高、产业特色鲜明
的品牌农产品进行重点展示宣传。同
时，在综合形象区两侧展示介绍京津

冀农业领域协同、雄安新区智慧农业、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等方面建设成
果。二是六大主导产业区。结合河北
省六大农业主导产业，设粮油、蔬菜、
果品、中药材、奶业、畜禽等专区，组织
参展企业开展展览展示、现场制作、试
吃试饮、促销推介、互动体验等活动。
三是大湾区大宗直供产品区。根据河
北省农产品在大湾区销售情况，集中
展示河北梨、白山药、白菜、胡萝卜等

大湾区热销农产品，推动大宗交易。
活动现场，河北净菜、迁西板栗、

赵县雪花梨、永清胡萝卜、唐山包尖白
菜、武邑羊肉、张家口马铃薯、君乐宝
乳品等各种优势农产品吸引了众多参
展商和当地市民的关注。

展会期间，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还将
同步组织河北省农业招商引资推介等
活动，通过现场推介、洽谈交流等形式，
助力河北优质农产品走向千家万户。

天津将小吃街“搬”进展区

河北近千种农产品“组团”亮相农交会

本报讯 卢梦谦 煎饼果子、天津糕
点、酱类小菜……第二十一届农交会的
天津展区打造成小吃街的样子，中间摆
放的铜人加上整体造型，让参展观众仿
若身临“津门故里”。

其中一处萝卜展位，聚集很多人围
观品尝。“这萝卜就这么吃？能生吃吗？”
在得到参展商的肯定答复后，参展观众
挑了一小口品尝，入口咀嚼后连连发出
“好吃”的感叹。“这是沙窝萝卜，是天津
特产也是中国名特产品。”参展商郭绍祥
介绍道，沙窝萝卜甜辣爽口、脆嫩多汁，

老少皆宜，还有去火消食的功效。
“很多人看到沙窝萝卜都感到很新

鲜。”郭绍祥说，广州离天津较远，了解
沙窝萝卜的人不多。“沙窝萝卜就是生
吃，像吃水果一样。如果可以吃辣就连
皮吃，不喜欢辣味就削皮吃，吃一个新
鲜爽脆。”他说，沙窝萝卜很受市场欢
迎，每年能卖10万箱，未来会考虑粤港
澳大湾区的市场情况，改进包装多增加
冰袋、确保萝卜口感。

据了解，此次农交会，来自天津市
食品集团和9个涉农区的45家企业百

余种产品精彩亮相，呈现出一场农文旅
融合的特色“津味儿”盛宴。

“津农精品”此次走进广州农交会，
通过现场品鉴方式，让更多南方市场真
正体验、广泛认可天津优质农产品的特
色魅力，大大提升了“津农精品”的知名
度和影响力；并且，通过展会促成合作
50余项，订单金额6000余万元。参展
企业纷纷表示，此次展会开阔了眼界、
提升了影响、促成了合作，收获颇丰，大
大提振了企业开拓南方市场的信心和
决心。

本报讯 杜洋洋 一粒
米托起了一个产业。作
为小站稻的发源地，近年
来，天津市津南区围绕种
子、种植、管理、收储、销
售等九要素，积极强链补
链延链，持续发力做大做
强小站稻产业，精心培育
小站稻品牌。同时，通过
组织联动3家链主企业、
60余家链上企业，合力
打造国家级小站稻产业
集群。

目前，津南区已建成
小站稻种源研发基地、稻
种繁育基地和种植新技
术示范基地。在此基础
上，又投资建设了12个小
站稻产业集群项目，包括
育秧基地、全自动包装设
备提升、低温仓储改造以
及稻米加工车间改造等，
进一步完善产业链条，全
方位振兴小站稻产业。

近年来，津南区不断
扩大小站稻种植规模，今
年更是迎来新突破，种植
面积达到5.82万亩，创下
历史新高。据介绍，该区
广泛调动育秧大户的积
极性，今年以来本地小站
稻基质育秧已达 120万
盘，基本实现机插、机播、
机收等现代化种植全覆
盖，病虫害统防统治面积
也高达4万亩。同时，加
大了新品种培育力度，主
要种植品种涵盖津原89、
津原U99、金稻919、金稻
939等。该区还充分发挥
天津市国际水稻研究院
示范作用，在核心种植区
试验种植优质新品种16个，全区试
种面积近万亩。此外，自育自繁的
津育1875已进入植物新品种测试阶
段，津育1992经过两年区域试验，步
入相应测试阶段，为产业长远发展
增添动力。

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津
南区着力打造“种业芯城”新高地，
积极构建种业产业链，切实利用驻
区高校、科研机构和创新平台的人
才智力资源，调动企业、合作社和农
户的积极性，持续强化种业核心技
术创新和科技成果示范推广。在做
优做强本土种业的同时，积极谋划
“种业芯城核心区”建设，已完成初
步策划方案，并与多家央企对接。
借助武汉、青岛种业展会，吸引20余
家种业企业落户。

津南区还致力于打造集科普示
范、产业发展、田园休闲、旅游度假、
农业生产等功能于一体的“兵米文
化乡村旅游重点片区”，大力推进农
文旅深度融合，激活“寻源稻乡?兵
米小站”旅游品牌。北闸口镇盘活
低效用地，建设一方水土游乐场项
目，打造“津津乐稻”乡村旅游项
目。小站镇统筹11个未整合村，分
类打造赏灯、采摘、休闲观光、农事
体验等功能多样的乡村旅游景点。
津南区还相继举办了游古镇?乐研
学、游古镇?观武术、小站农特产品
（非遗美食）展、周公祠庙会等一系
列旅游活动，推介兵米文化，促进大
众消费，为乡村振兴增添新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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