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段文雅 农稳天下安。近
日，从河北省衡水市农业农村局获悉，
2024年，衡水市继续深入推进“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战略，全面深化改革，加
强科技创新，全市农业高质量发展又稳
又快。

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衡水市
重点建设饶阳蔬菜、深州蜜桃、武邑红
梨、安平生猪、漫河西瓜等28个现代农
业示范园区，带动产业发展壮大。果蔬
产业提质增效，在京津市场的占有率不
断提高；畜牧养殖稳步发展，安平京安
南王庄种猪场和冀州牧原六分场，新增
生猪出栏两万头以上。此外，衡水市扎
实推进34.35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超
额完成年度任务；持续加大良种、良机、
良法推广力度，优良品种覆盖率98%以

上，主要农作物耕种收全程机械化率达
到93%以上，粮食产量创历史新高。

农产品加工业不断壮大。衡水市
围绕粮油、果蔬、肉类等优势特色产业
集群延链、补链、强链、壮链，产业集群
不断壮大；大力开展项目拉练和各类招
商引资活动，认养一头牛、盛亿隆、千喜
鹤、新雅轩、佰澳达等一批加工企业来
衡水兴业，全年新增入统规上加工企业
19家，达到326家。

科技支撑保障有力。衡水市持续
与44家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10个国
家级、12个省级农业产业创新体系首席
专家开展合作，围绕精品蔬菜、特色水
果、优质畜禽等特色优势产业，在破解
制约农业发展的关键技术上取得一批
成果。目前，全市共建立105个技术示

范样板，打造30个省级农业创新驿站，
研发推广新品种新技术29个。

改革赋能增收提效。衡水市积极
推广故城县“党支部+合作社+龙头企
业+金融+保险”的“五位一体”经营模
式，涌现出故城县居召村、尹里村、河北
召村、西牟村、韩庄村，武强县蔡留贯
村、西薛村，深州市北溪村等一批典型
村，村集体和农民收入实现双增。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全市
农民合作社达到1.3万家，居全省第二；
注册家庭农场1.45万家，居全省第三。
农业生产托管服务让农民有了“田保
姆”，截至去年年底，衡水市共培育托管
服务组织4032家，实施社会化服务托管
土地面积661.97万亩，其中全程托管服
务面积167万亩。

衡水农业高质量发展跑出“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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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缪翼 林单丹 渤海
湾的冰融了，津沽大地开启了
播种季。自天津南端的静海
区、滨海新区，至北境的北辰
区、宁河区，2025年度天津十大
涉农区域春耕备耕工作已全面
拉开帷幕。在寸土寸金的都市
农业版图中，确保亩产量与品
质同步提升，成为关键要务。

春耕时节，天津预计将投
入逾18500台（套）拖拉机、播种
机等各式农机装备，其中，高性
能播种机与无人机等现代化农
机，得益于天津农机补贴政策
的强力推动，得以在田野间广
泛应用，为单产提升奠定了坚
实基础。

在静海区西翟庄镇吕家沟
村的千亩麦田中，四台播种机穿
梭往来，这是高标准农田建设成
果的首度春播亮相。以此为典
范，天津市农业发展服务中心正
全力推广种肥同播新模式，科学
设定每亩小麦播种量与肥料配
比，实现机具一次作业、双重功
效。福中正旺谷物种植专业合
作社负责人桑绍旺介绍：“小麦
与肥料同步播撒，肥料分布均匀，相较于传
统追肥方式，可节省3至5日工时。”天津市
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郭云峰强调：“紧
握春耕主动权，即是稳固全年粮食生产安
全。我们组建技术指导团队，分片包干，同
步开展种植业、肥料科学施用、病虫害防治
及农机操作等全方位指导。”

北辰区万亩双口镇丁平三高标准农
田上，节水灌溉一体化新技术引领春耕新
篇章。天津市睿熙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赵斌表示：“年前播下的2200余亩冬小
麦长势良好，此次春播将再种1800余亩春
小麦，选用抗逆性强、易于栽培、品质上乘
的良种，预计亩产量可达 500至 600公
斤。”北辰区还积极引进专业合作社，携手
科研院校及农业机构，促进良种与良田深
度融合，科学种植与管护。

天津持续推广高性能农机装备，力促
农业单产攀升。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农机
化处通过农机补贴政策，激励合作社与农
户采用先进机型。“天津优质合作社多、搞
社会化服务的合作社多，他们非常重视先
进农机的使用，对于能提高单产的农机化
作业方式更是乐于尝试。”在天津市春季
农机化生产现场推进会上，潍柴雷诺智慧
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营销副总李丙雪
介绍获得天津推广的这款农机，“这款复
合式播种机配备驱动耙，播种同时平整土
地，相较于普通机型，在水肥种量相同条
件下，作业速度翻倍，亩产能提升10%~
15%。”此外，天津市无人机农机补贴政策
的出台，亦带动相关企业销量激增。黑龙
江惠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京津冀地区销
售负责人周云龙介绍：“按照亩肥量2公
斤计算，该无人机单次可喷洒35亩农田，
作业效率显著，享受天津补贴后，价格相
当原价六成，满足更多农户需求，京津冀
地区销量同比增长超30%。”

在全程机械化的播种下，天津农业大
区宁河区10万亩春小麦在2月底即将全
部播种完成。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副主任
王志林表示：“机播质量直接影响小麦出
苗与单产，高性能、多功能复式播种机的
应用，彰显了机械化在提升单产、节本增
效方面的引领作用，为机播质量全面提
升、小麦丰收奠定坚实基础。”入春以来，
天津各级农业农村部门采取切实有效措
施，迅速推进220多万亩土地的农机春耕
备耕工作，掀起备春耕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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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郝东伟 近日，位于河北省
邢台市威县方家营镇孙家寨村的威县
数字农业产业园内，彩椒、圣女果等蔬
菜长势喜人。

“在生产中，根据不同作物的生长
阶段和需求，自动调整灌溉水量和施肥
配方，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效
益。”威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产业园内遍布传感器，实时监测土壤墒
情、气温、湿度等数据，结合大数据分
析，为农作物精准提供所需的水肥等资
源，实现了精准生产。

威县数字农业产业园是威县首个
现代化数字农业产业园。该项目总投
资1.2亿元，自2024年投入使用以来，已
经种植螺丝椒、水果黄瓜、茄子等蔬菜，
产品主要销往大中城市。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从省农业
农村厅获悉，截至2024年年底，全省纳
入农业重点项目平台的项目有3124个，
项目总投资4964.7亿元，已完成投资
1135.5亿元，占年度目标的103.2%。

一批农业大项目、好项目缘何纷纷
落子河北？

2024年，河北省扎实推进农业项目
投资工作，建立项目清单台账，管好用
好项目管理平台，建立省市县三级包联
体系，持续掀起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热
潮，推动农业项目投资落实落地。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项目就是谋

未来。河北省立足农业优势产业，着眼
京津及国内外市场需求，选取奶业、中央
厨房、蔬菜、中药材、精品肉类五个产业
方向，集中实施一批带动力大、示范性
强、能够延链补链强链的重大产业项目。

2024年，全省实施种养类项目1181
个，总投资1341.3亿元，已完成投资323.7
亿元。实施农产品加工类项目630个，总
投资1202.7亿元，已完成投资244.4亿元。

哪里环境好，资金、项目就往哪里走。
“我们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全省农

业农村系统抓投资上项目促发展的着
力点，出台服务项目主体、优化营商环
境的政策举措，在省市县三级农业农村
部门中贯彻落实。”省农业农村厅相关
负责人介绍，在项目投资工作中，河北
省农业农村系统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在
供地、资金、审批、环保等方面为项目落
地投资排忧解难，致力于打造最优的营
商环境。

隆尧县糊粉香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是一家小麦深加工企业。不久前，企业
试生产时，发现生产线上的设备出品率
不高，达不到预期，需要进行提升改造。

“得益于省里农业产业化相关政策
对项目的支持，我们争取了一部分资金，
用于部分设备的提升和改造。”隆尧县糊
粉香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子龙
说，设备经过改造升级后，出品率从25%
提升到30%。目前，企业2条生产线已竣

工投产，预计年产值可达3.2亿元。
一个个农业产业项目纷至沓来，一

项项农业利好政策落地实施。2024年，
河北省先后组织银企对接、农业重点项
目集中开工、集中调研、农业项目建设
观摩座谈等活动，持续营造抓项目促发
展的浓厚氛围。

为招引一批大项目、好项目，河北
省组织系列招商活动，搭建招商引资平
台。组织农业企业参加第二十一届中
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中国国际渔业博
览会等，集中展示河北现代农业发展成
就，推介农业品牌产品，达成一批合作
成果。以蔬菜、中药材、奶业等产业大
会为媒介，融入招商板块，组织精准对
接，推动强强合作。

同时，各地立足自身条件，以主办、
承办、联办等多种方式，谋划一批招商
对接活动，扩大招商影响力。围绕京
津、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地区，推动
“小而精”“小而专”“小而特”的小团组
专场招商，提升招商对接精准度。

2024年，全省共签约农业招商项目
691个，签约引资额1973.9亿元，占年度
目标的109.7%，超额完成年度目标。其
中，承接京津涉农产业转移项目236个，
签约引资额767.8亿元；衡沧地区签约
项目90个，签约引资额306.6亿元。签
约5亿元以上大项目115个，其中10亿
元以上项目52个。

去年河北纳入农业重点
项目平台项目3124个

威县数字农业产业园里的各种蔬果蓄势待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