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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雷风雨 冬至将近，年味渐浓，天津
的“赶大集”活动即将拉开帷幕。备年货、囤好
物，市民的购物车今年将更加丰富。沙窝萝卜、
小站稻等“津农精品”将成为主角，为双节增添地
道津味。

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副主任刘彤及相关负责
人做客由市政府办公厅、市委网信办、海河传媒
中心共同推出的《公仆走进直播间》特别策划
“向群众汇报——2024委办局长年终访谈”，将
天津优品、优质、优价的地道农货介绍给市民，同
时介绍了迎新春“赶大集”活动的具体安排，为人
们迎“双节”备年货提供购买途径和充足选择。

刘彤介绍，沙窝萝卜品种培优今年再添新
亮点。西青区与天津农科院合作，新推出天星
02号品种，以更脆、更甜、更水润的特点收获了
年轻人的喜爱。沙窝萝卜还成功入选2024年
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成为天津市继小站稻
后又一国家级农业特色品牌。

从2022年起，天津市每年认定一次“津农
精品”品牌。目前已累计认定225个优质品牌，
涵盖沙窝萝卜、小站稻等明星产品。天津农产
品以品质、口感和价格的综合优势，深受全国消
费者青睐。消费者可以通过市农业农村委官
网，查询最新品牌目录。值得期待的是，2024
年“津农精品”认定结果将很快揭晓。

为迎接元旦、春节双节，天津市多个区推出
促销活动：从今年12月28日至明年2月12日，
宁河区将举办“芦台赶大集”活动，涵盖线上线
下七场促销和集卡送礼品环节。市民可以通过
多种渠道购买“津农精品”。

本报讯 杨强强 为进一步提升河
北品牌农产品在北京市场的知名度、
影响力和竞争力，搭建在京机关食堂、
餐饮企业、农批市场产销对接平台，拓
宽优质水产品、品质食材销售渠道，12
月18日，由河北省农业农村厅主办的
2024年河北净菜进京“六进”活动——
河北优质水产品进京展销洽谈会在北
京五环顺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成功
举办。活动中，来自河北省的20余家
优秀水产品、品质食材企业进行了宣
传推介。

活动现场，河北良丰晓月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带来了新鲜的5A淡
水加州鲈鱼、唐山市曹妃甸区德沣
水产有限公司带来了酥脆Q弹的盐
田烤虾、秦皇岛美烨食品有限公司
带来了即食美味的佛跳墙、青县田
丰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带来了新鲜
的“河北净菜”、同福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带来了营养丰富的同福老面馒
头……各参展企业为了展示自家产
品的优势，纷纷亮出了绝招，有的现
场烹饪，让参观者能够直接品尝到
水产品的鲜美，有的则通过展示图
片等方式，详细介绍养殖环境、捕捞
技术和产品背后的故事，增加产品
的文化内涵和吸引力。除优质水产
品展示外，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洽谈
区，为供需双方提供了一个面对面
交流的平台。

河北省农业农村厅总渔业师张
韶斌介绍，河北是全国沿海渔业重点
省份之一，渔业物种资源丰富，近几

年来，河北大力推动渔业养殖、捕捞
同加工、餐饮、住宿、旅游等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渔业转型升级工作不断深
入，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能力不断增
强。河北省鲽鱼产量位居全国第一
位，河鲀（红鳍东方鲀）、海湾扇贝、中
国对虾产量位居全国第二位，鲆鱼产
量居全国第三位，海参产量居全国第
四位，打造了昌黎扇贝、嘴东河鲀、唐
山海马、玉田甲鱼、黄骅梭子蟹、涉县
鲟鱼子酱等一批名牌产品，全省水产
品质量抽检合格率98%以上，有力保
障了市场水产品的安全稳定供给。

“京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我
省高度重视同京津两地战略合作，
高质量打造‘河北净菜’品牌，在环
京津一小时鲜活农产品物流圈加持
下，河北品牌农产品可快速直达京
津商超餐饮市场，实现‘清晨河北园
中菜，中午京津盘中餐’。”张韶斌表
示，“六进”活动为服务北京大市场
搭建了交流合作的大平台，此次河
北优质水产品进京，更是搭建起了
产地与电商直销桥梁、构建了高效
的水产品流通体系，让更多更好的
河北水产品“游”进北京大市场、
“游”上北京消费者的餐桌。

作为本次活动的重要合作伙
伴，北京首农大厨房供应链管理集
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恒
涛表示，河北省作为北京“菜篮子”
产品的重要供应地，主要“菜篮子”
产品在北京市场占有率达40%以上，
成为供应北京食品市场的重要力

量。“本次活动，是河北省与北京的
水产企业、采购商及批发商的强强
联合，首农大厨房拥有丰富的客户
资源和渠道资源，可以为河北优质
水产品‘进京’提供广阔的市场推广
平台，帮助河北水产品优秀企业更
快的拓展北京市场，提高品牌知名
度和竞争力，首农大厨房将依托优
质的河北水产品，开发出更多具有
特色和差异化的产品与服务，为进
一步推动河北‘净菜进京’活动注入
新的动力和活力。”

推介会后，同福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与北京五环顺通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青县田丰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与北京五环顺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河北省农产品品牌协会与北京五
环顺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唐山海
都水产食品有限公司与北京荣川餐
饮管理有限公司、邯郸市鲟鲵农业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禧诺科贸有
限公司达成合作意向并进行了现场
签约。

同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
人表示，此次洽谈活动收获颇丰，不仅
和北京的餐饮企业直接签订了订单，
更是借助本次活动，获得了面向北京
广大消费群体展示企业产品的机会。
唐山海都水产食品有限公司的负责人
表示，通过进京展销洽谈，他们不仅展
示了自家企业丰富的优质产品，更通
过这个平台与更多企业进行了沟通交
流，对提升品牌、市场拓展有了更长远
的规划。

河北优质水产品进京展销洽谈会成功举办

河北今年粮食总产量创历史新高
本报讯 郝东伟 近日，国家统

计局发布2024年粮食产量数据。
河北省粮食播种面积9690.2万
亩、总产量781.8亿斤、亩产403.35
公斤，分别比上年增长 0.08%、
2.6%、2.5%。河北粮食总产量连续
12年超过700亿斤，连续9年超过
740亿斤，2024年创历史新高。

河北承担着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的重大政治任务。全省农业农
村系统把粮食生产作为“三农”工
作的首要任务和头等大事，深入
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把粮食生产责任细化到乡到村到
地块，确保完成国家下达的粮食
生产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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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以赴夺取粮食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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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省各地加

快推进350万亩增发国债高标准农
田建设项目，努力提高粮食产量。

一代更比一代强的种子，成
为丰收的关键因素。河北省已培
育出小麦、玉米、杂交谷子、高油
酸花生、双高大豆、马铃薯等一大
批优质品种，良种在农业增产中
的贡献率超过43%。

秋粮在河北粮食结构中占大
头。在夺取夏粮丰收基础上，河
北省聚焦玉米、大豆、谷子、薯类
等重点作物，分区域分作物分生
育期制定管理技术意见建议。在
不同作物关键生育时期，组织专
家赴生产一线开展技术服务和巡
回指导，举办系列“田间日”活动，
确保秋粮丰收到手。

“今年我省全力抓好粮食生
产，全面实施粮油等主要作物大面
积单产提升行动。”河北省农业农
村厅相关负责人介绍，特别是主要
秋粮作物玉米，河北省争取
16个玉米单产提升工程
县项目、26个玉米单产
提升整建制推进县项目，
在全省69个县开
展玉米单产提百斤

示范。
今年，河北省组织省级玉米产

业体系专家，会同全省1.6万名技
术人员和4.5万名村级农技员，深
入生产一线，引导农户落实精细整
地、精量播种、合理密植、玉米化控
等关键增产措施，玉米长势明显好
于常年，玉米南方锈病等病虫害得
到有效防治，玉米单产提升对粮食
增产的贡献率明显提高。

丰收背后是政策支撑。今
年，河北省持续健全完善稳粮增
收“政策包”，充分调动政府抓粮
和农民种粮“两个积极性”，用好
产粮大县奖励、耕地地力保护补
贴、小麦最低收购价、农机购置补
贴等强农惠农政策，保
障粮食生产能力。

本报讯 宋敏涛 王巍 近日，河北省廊坊市
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上通报，今年
以来，廊坊市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能力
持续提升，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有力，
都市现代农业长足发展，和美乡村建设成效显
著，农村社会治理能力有效提升，全市农业农
村高质量发展。

据介绍，廊坊市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得到全
面巩固，夏粮面积94.36万亩，单产403.9公斤/
亩，总产量38.11万吨，实现播种面积、单产、总
产“三增”。秋粮已丰收到手，颗粒归仓，从农
情调度看，单产水平较常年有较大幅提高，全
年粮食生产稳中向好态势明显。稳产保供有
力有序，2024年年底，全市预计能繁母猪存栏
量约4.5万头，蛋鸡存栏约1100万只，奶牛存
栏约5万头，水产品产量约1.85万吨。预计蔬
菜播种面积约110万亩，产量约490万吨，重要
农产品生产总体稳定。

廊坊市聚焦粮油、蔬菜、果品、奶业、畜禽
五大主导产业，集中力量打造蔬菜、畜牧、中央
厨房（预制菜）三个百亿级工程。培育壮大龙
头企业，全市今年新增国家级龙头企业1家。
扩大农业品牌规模，新增农业品牌19个，其中
国家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1个，市级农产品
区域公用品牌3个，市级农产品企业品牌15
个。重点建设亿元以上中央厨房项目10个，
已完成投资6.2亿元。

廊坊市还持续推进大城县省级和美乡村
重点片区建设，创建120个和美乡村。

今年，廊坊市制定了《数字乡村乡村治理
积分制应用规范》地方性标准，以乡村治理“清
单制”“积分制”和“数字化”为主线，培训乡村
治理骨干300余人。持续打造乡村治理示范
村镇，总结推广一批接地气、可复制、能推广的
治理模式和典型经验。

廊坊守好“三农”压舱石
推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津农精品”将
迎来2024年货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