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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构建生猪产业环京津冀供应统一大市场 京津冀三地协同
共促全民科学素质提升

本报讯 赵丹媚 余陈军 石家庄国际
陆港1月1日发布消息称，京津冀地区最
大内陆港石家庄国际陆港当日开出2025
年首列中欧班列，该班列预计15天左右
抵达俄罗斯首都莫斯科。2024年，石家
庄国际陆港开行中欧班列突破800列，
同比增长超过30.7%，开行量继续稳居京
津冀地区首位。

看着满载出发的班列，已在此工作4
年的场站调度人员崔子良说：“班列开行
越来越密，集装箱越来越多，商品种类越
来越丰富，中欧班列正在让京津冀和国
外大市场紧紧连在一起。”

作为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石家庄
国际陆港不断织密国际线路网络。2024
年，开通京津冀首趟直通塞尔维亚中欧
班列，首发京津冀跨里海中欧班列，在海
外建设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目前，石
家庄国际陆港已开辟18条国际线路，辐
射5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通过中欧班列
出口的商品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出口占
比超过50%。

“石家庄国际陆港枢纽功能显著增
强，不仅是物流的连接、贸易的畅通，更
有功能的突破和服务的提升。”石家庄
国际陆港总经理刘金朋说，石家庄国际
陆港目前已实现中欧班列物流大通道
作用与保税物流功能叠加，有力推动企
业的国际贸易运行成本持续降低。下
一步，将继续优化流程、提高服务，为进
出口企业提供安全、稳定、便捷的国际
物流通道。

石家庄国际陆港2024年
发送中欧班列超800列

由环京津冀高质量生猪产业链发
展部长霍小东博士主持的“环京津生猪
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探析”的猪业论坛，
为与会者提供了宝贵的交流平台，激发
了更多关于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思
考与实践。

此次大会标志着环京津冀生猪产业
链建设迈向新台阶，探索了现代生态型
家庭牧场的发展方式。正式踏上了联农

带农，强农富农的发展之路，未来该产业
链将联合更多家庭牧场，养猪创富。大
会不仅强化了产业链内部的联动，更为
我国北方生态型家庭牧场的高质量发
展“插上翅膀”，这是落地国家乡村振兴
战略的核心举措，是环京津冀高质量生
猪产业链建设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未来定能成为北方生猪产业发展的领航
先锋。 （消费日报网）

本报讯 近日，“京津冀协同 共促科
素提升”专题座谈会在北京市召开。北
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孟
凡兴，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党组成员、二
级巡视员、常委会秘书长侯建国，河北省
科学技术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华世勃
出席会议。

会议全面回顾了2024年京津冀三
地在协同共促公民科学素质提升方面取
得的工作成效，深入分析当前工作形势，
交流了2025年科学素质重点工作安排，
对进一步协同做好全民科学素质工作进
行了热烈讨论，达成广泛共识。

大家一致认为，实现京津冀三地的
功能定位，促进区域协同发展，离不开
公民科学素质普遍提高这一群众基
础、社会基础，必须将三地公民科学素
质工作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目标紧密结
合、统一谋划、综合布局、协同配合。
三地科协要进一步加强工作对接，定
期召开联席会议，完善学习交流研讨
机制；要进一步巩固合作成果、深化拓
展合作内容，在联学共建、科普资源、
科普活动等方面寻求更多切入点、合
作点、创新点；要进一步强化资源共
享，通过资源共享形成全面协同、深度
融合的工作格局。

北京市科协科普部、天津市科协科
普部、河北省科协科普部，北京市全民
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部分成
员单位及部分区科协有关负责同志参
加会议。

（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

环京津冀高质量生猪产业链暨首届北方家庭牧场高峰论坛召开
近日，由北京市平谷区政府发起、大伟嘉集团及高质量生猪产业链承办的以“联农带农共富未来”为

主题的环京津冀高质量生猪产业链暨首届北方家庭牧场高峰论坛在北京农业中关村成功举办。

会议由北京市平谷区农业农
村局副局长梁传伟主持。大会旨
在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精神，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扎实推
进“以大带小”共富模式，推动生猪
产业链上下游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加速京津冀乃至全国北方地区高
质量生猪产业集聚示范区建设，用
北京首善标准构建“育繁推、产供
销、融加服”一体化环京津冀及北
方地区生猪产业链条，建设生猪产
业环京津冀高质量供应的统一大
市场，推动产业链强链、补链、延链
和优链，构建猪业新质生产力。

群英汇聚
集智构建生猪产业链

农业农村部全国畜牧总站种
业指导处副处长邱小田在致辞中
指出，近年来，猪业发展深度调
整，“南繁北育”背景下，北京农业
中关村具有建设环京津冀及北方
地区高质量生猪产业链的得天独
厚条件，产业链要以京津冀及周
边地区协作为基础，以科技创新
为支撑，以种业发展为龙头，构建
区域统一大市场，要在提升区域
猪肉产品稳定、安全保供、品质方
面发挥重要作用。

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畜牧渔业
处处长刘孟超表示，要以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农村工作会
议精神为指引，按照市委、市政府
关于进一步推进首都高质量发展
取得新突破的行动方案，立足首
都农业高质量发展需求，坚持“优
供给、强安全、防风险、保生态、促
发展”总体思路，在做优做强生猪
产业基础上，积极拓展发展家庭
牧场等新模式。以实现高质量生
猪产业链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
效益最大化的目标导向，为激发
生猪产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开
创了新局面。

北京市平谷区副区长付强表
示，平谷区作为北京农业中关村
的核心区，具备打造环京津冀及
周边地区生猪产业链的“底层
基础”。未来，平谷区政府
将继续深化生猪产业科
技及服务优势，加速平谷
区在全市乃至环京津冀
等北方地区率先发展成为生
猪产业集聚示范区，实现平
谷区在全市、京津冀乃至全
国北方地区的领航作用，打造
平谷特色“种猪硅谷”“食品
谷”名片。

深度融合
激发生猪产业创新活力

破除内卷 发展生态养殖模式
如何破内卷，家庭牧场和生态养殖是

我国养猪业的必由之路，需要转变观念，
发展生态养殖模式，中国农科院养猪专家
团副团长、哈尔滨兽医研究所研究员仇华
吉作《重塑行业生态回归健康养殖―中小
猪场的生存之路》主题报告，他认为，养猪
业攸关国计民生，猪周期的背后是疫情周
期和健康周期，非洲猪瘟是养猪人必须迈
过的门槛，并高度概括出“一个中心，两个

支点，三管齐下，四大关，五大要素，六大
理论，七度管理”养猪防非的核心理念，深
入浅出，鞭辟入里，让现场嘉宾受益匪浅。

农业农村部生猪监测预警首席专家
王祖力博士作了《2025年猪业行情分析》
报告。王祖力从供需关系和市场反应等
维度分析认为，因当前猪业养殖端比较理
性，供需关系稳定，明年猪价整体平稳，养
猪会进入微利通道。

政策引领 推动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
为贯彻落实“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以及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快
农业全产业链培育发展的指导意见”精
神，平谷区结合区位特点和产业优势，率
先开展“打造生猪产业链主及产业集群”
重点工作。大会现场，付强发布了《环京
津冀生猪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方案》，该方
案旨在实现生猪产业链上下游全要素生
产率提升，补齐生猪产业短板，大力高质
量发展环京津冀北方猪业和家庭牧场，联
农带农，扎实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此政策
不仅体现了政府对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高
度重视和支持力度，也为广大家庭牧场指
明了一条通向更高层次发展的清晰路
径。鼓励各方积极参与到生猪产业现代
化进程中来，共同打造一个高效、创新的
猪业生态链。该链以“更营养、更健康、更
安全（‘一猪一芯片’）、更高品质”为定位
目标，以“育好一头猪，养好一头猪，卖好
一头猪”为核心理念，将联合现代养猪小
区，现代家庭牧场和生态型家庭牧场，共

同探索新形势下现代家庭牧场的发展道
路和经营方式。

作为环京津冀生猪产业链建设的核
心落地举措，现场嘉宾共同见证了2030
“环京津冀高质量生猪产业链1000万头
生猪项目”正式启动，将此次大会推向了
高潮，标志着环京津冀高质量生猪产业链
和北方生态型家庭牧场建设将步入新纪
元，这是“政府指导+产业主体+金融支
持+社会参与”四方共同落地国家乡村振
兴战略的核心举措。

环京津冀高质量生猪产业链链主
企业、大伟嘉董事长廖峰作了《南繁北
育背景下的北方家庭牧场新机遇》的主
题报告演讲，并指出，“南繁北育”背景
下，很多专业育肥养猪公司通过外采高
健康、高性能的仔猪、家庭牧场放养、依
托饲料企业以及期货套保等创新模式，
成为应对市场风险的有效路径，实现了
资源优化配置，是联农带农和“大带小”
共富模式的有效探索。

联农带农 探索现代生态型家庭牧场发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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