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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和煦，三月的大地披上
新装。在宁河区岳龙镇，“农业+
产业”激活乡村振兴的一潭春水，
细“薯”这幸福满满的好日子，还
要从那一枚枚香甜软糯的小果实
说起。

站在甘薯田边，岳龙镇大良
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张立
军，这位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薯
王”的种植带头人感慨万千：“咱
们村地肥水美，有着悠久的甘薯
种植历史。2018年，我们尝试引
进新品种红瑶甘薯，可缺乏统一
的种植管理标准，结出的果实质
量参差不齐。最挠头的还是找销
路，全靠散户零售，好东西卖不上
好价钱！”

这一切在2019年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镇政府联合企
业、农户成立了三方种植合作社，
走上了市场化运营之路。在政府
支持及专业团队的帮助下，岳龙
镇红瑶甘薯名气越来越大，农户
们种植的积极性也愈发高涨。

正当一切渐渐走上正轨时，
新的挑战又接踵而至。种苗问题
成了发展的瓶颈。

“以前，我们为了种苗可没少
费心，得去海南、云南买，运过来
舟车劳顿，成活率也低，还可能带
来当地的土壤病毒，影响产量。”
天津市一亩红瑶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王铁成回忆道。

如今，这个问题已经迎刃而
解。岳龙镇投资建立了种苗繁育
中心，自己扩繁栽培。“目前，我们
正计划与农发集团联合开展种苗
育培工作，借助其科研优势，突破
技术壁垒，让种子的‘芯片’牢牢
掌握在自己手中。”在岳龙镇种苗
繁育中心，看着眼前一畦畦长势
喜人的甘薯苗，王铁成底气十足。

而在岳龙镇的另一端，精深
加工中心也已竣工，这座现代化
的工厂将成为红瑶甘薯变身美味
佳肴的“魔法工坊”。王铁成表
示，该工厂主要生产薯干、薯片、
冰烤薯、冰淇淋薯等产品，预计年
底全部上线，满足市场的多元化
需求。

“2024年，岳龙镇红瑶甘薯种
植基地面积已达到1.8万亩，带动
13个村集体增收300万元、全镇居
民人均增收5000元。我们还陆续
建成了存储量达1万吨的大型甘
薯存储库，精深加工中心投产运
营后，预计年产能可达3000吨，年
产值9000万元。乡亲们都说，红
瑶甘薯就是咱们的致富薯。”宁河
区岳龙镇副镇长单健学说。

绿苗轻语，诉说着播
种的喜悦；牛羊成群，吟
唱着田野的牧歌；车间内
机器轰鸣，奏响金色的生
产序曲。天津农业“三头
三尾”的生动发展实践，
处处洋溢着勃勃生机与
无限活力。

悠悠万事，以食为
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积极发展生态养殖，加
强农产品精深加工和食品
细加工，做足做活“粮头食
尾”“畜头肉尾”“农头工
尾”文章，构建多元化食物
供给体系。天津坚持种养
并重、粮肉并举、“头”“尾”
兼顾，持续推动乡村产业
全链条升级。

截至目前，天津农业
产业化市级重点龙头企业
总数累计达到189家，创
建国家级和市级畜禽养殖
标准化示范场 238个；
2024年，“津农精品”品
牌农产品销售额突破100
亿元。天津既做足“头部”
农产品特色化增值空间，
又做好“尾部”精深加工大
文章，为“粮仓肉库”添彩，
为“百姓厨房”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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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位于西青区赛达工业园的
天津二商迎宾肉类食品有限公司深
加工车间，一排排现代化设备井然
有序地运转着，空气中弥漫着淡淡
的肉香，令人垂涎欲滴。这里的老
火腿、玫瑰肠、拐头肠等明星产品早
已家喻户晓、享誉津门。

“来来来，快看看我们的新品
‘小新肝’火腿肠！”天津二商迎宾肉
类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孙继云
兴奋地招呼着笔者，手中拿着一款
包装精巧的火腿肠，“这款产品是我
们为了更好地满足酱肝类产品爱好
者需求专门研发的，酱卤和灌肠完
美结合，保留了酱肝的味道，且易于
存储、运输方便，填补了市场空白！
还有去年新上市的‘活力玫瑰’系
列，通过给经典玫瑰肠‘瘦身’，让美
味小巧便携，专治各种嘴馋时刻！”

谈到新品研发，孙继云如数家
珍：“我们不仅要让老产品焕发新活
力，还要瞄准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
低盐低糖的肉制品适合老年人，含
奶类、夹心类的肉肠深受青少年儿
童喜爱。我们的目标就是让每一个
消费者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
美味。”

作为一家集屠宰分割、生熟肉
制品深加工、冷藏储运、连锁专卖等
生产经营项目于一体的现代化企
业，天津迎宾在推动畜牧养殖与肉
类加工一体化方面，走出了一条独
具特色的发展之路。

“质量是企业的生命线，这一点
我们从来不敢马虎。”天津二商迎宾
肉类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贺帅表
示，“从生猪进厂到产品出厂，严格执
行21道检验工序，道道都是对消费
者的承诺！”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迎宾不仅在天津本土享有盛誉，
2024年在上海同样展现出了强大的
竞争力，其与上海百年老字号“老大
房”联名推出“迎宾老大房”品牌，研
发的盐水鸭、海派红肠、烤麸等熟食
类产品深受消费者喜爱。

然而，迎宾的“野心”远不止于
此。“我们要把天津的产业链向全国
辐射！”贺帅介绍，根据迎宾“产区布
局，销区建网”的发展思路，目前已

在河南、辽宁建立屠宰加工基地，年
均生鲜屠宰加工能力近100万头。
公司还计划在华南、西南等地布局
生产基地，实现东北、华北、华中、西
南、东南五大产区布局。

谈及公司的未来发展，贺帅信
心满满：“目前，我们的品类仍以低
温类为主，下一步计划加大常温类
产品的研发，拓展更多的应用场
景，满足消费者佐餐、休闲零食等
更多应用场景的需求。不仅让天
津本地消费者尽享迎宾美味，还要
在全国范围内打响迎宾品牌。”

以“薯”为媒，走出百姓致富路；
“畜”势待发，绘就乡村幸福景。“红
瑶”和“迎宾”的故事恰如天津农村
经济蓬勃发展的“剪影”，映射出天
津立足“粮袋子”“肉盘子”“奶罐子”
“菜篮子”的产业定位，充分发挥本
地农特产品品类齐全、绿色优质的
优势，推动都市型农业规模化、产业
化、标准化、现代化发展。

市农业农村委一组数据显示：
2024年，我市粮食产量首次突破
270万吨大关，创历史新高；蔬菜播
种面积达到 82.7万亩，产量达到
266.41万吨；畜牧业总产值达143.4
亿元，主要畜禽规模化养殖水平居
于全国前列。

一排排绿色大棚拔地而起，一
座座智能工厂喷薄而出，一张张笑
脸在田间牧场绽放。天津农业正以
崭新的面貌，展示着全产业链一体
化发展的无限魅力。

“2025年，我们将打造完成2家
5000万株育苗中心和2个现代设施
种植标准化园区建设提升，推动以
沙窝萝卜、武清果蔬、劝宝韭菜、欢
坨西红柿为代表的特色高附加值蔬
菜产业发展；实施‘津农精品’筑底
强基工程，持续储备茶淀玫瑰香葡
萄、盐田虾、麻酱鸡蛋、芦台春、谷力
农场5大品牌；培育5家市级以上龙
头企业和1家产业化联合体，打造一
批创新水平高、质量效益优、带动能
力强的‘独角兽’企业；坚持质量兴
牧、绿色兴牧和品牌强牧，全力推动
我市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市农业农
村委负责人表示。

（李杨）

天津持续做好农业“三头三尾”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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