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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本报讯 宋平 牛聪 从河北省粮食和
物资储备局获悉，截至4月30日，河北
2024年度秋粮旺季收购完成，全省入统
企业累计收购新产玉米147.46亿斤，为
近年来较高水平。

河北为全国13个粮食主产区之一，
秋粮主要品种是玉米。全省粮食和物
资储备系统围绕让农民卖“明白粮”“舒
心粮”“放心粮”，进一步完善政策咨询、
预约收购等服务，加强市场监测分析，

强化预期引导，多措并举畅通农民售粮
渠道。

为确保秋粮收购顺利开展，全省准
备空仓容150亿斤，落实收购资金174
亿元，培训人员2800余人，购置、维修、
校核仪器设备6900多台（套）。139家粮
食产后服务中心全面启用，为农民提供
代清理、代干燥、代收储、代加工、代销
售“五代”服务，有效减少粮食产后损
失。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还综合运用

“双随机、一公开”“四不两直”等方式，
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开展秋粮收购专项
检查，严厉打击涉粮违法违规行为，印
发《农民售粮“明白纸”》，提升农民维权
意识，推动企业合规经营，切实维护粮
食市场秩序。

当前，夏粮收购准备工作正在有序
展开。河北将统筹抓好政策性收储和市
场化收购，持续强化要素保障，牢牢守住
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

本报讯 林单丹 新疆的牛，天津的
技，将共同“养”出京津冀餐桌上的美
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与天津市合作
的兵地农业合作肉牛育肥项目近日在
天津北辰区启动。首批4000头新疆肉
牛已在天津进行科学养殖，预计半年后
达到最佳肉质，恰好赶上中秋、国庆消
费旺季。

这一合作不仅构建从两地，从牧场
到餐桌，集肉牛繁育、养殖、屠宰、精深
加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体系，着力打造
跨区域产业协作样板，为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提供新范式。

去年年底，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联
合印发通知稳定肉牛奶牛生产；今年中
央一号文件中也写入了“推进肉牛、奶
牛产业纾困”。天津市?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也提出了相
关内容，此次合作正是兵地嵌入式融合
发展走深走实的实践。天津市与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合作，各取所长共同发展
肉牛产业。“我认为此次合作，在促进产
业发展上能够提升养殖水平、打造全产
业链，并且作为龙头企业发挥示范引领
作用。”天津市农业农村委总畜牧师李
晓东表示。

“天津市交通高效便捷，2小时交通
圈覆盖超过5000万消费人群。‘津农精
品’品牌总数达到225个，年销售额连续
两年突破100亿元，优质特色农产品供
需两旺，市场潜力无限。”天津市农业农
村委党委副书记、副主任刘彤全面介绍
了天津市蕴含的市场价值，以及农业农
村良好的发展态势。天津粮食生产实
现“二十一连丰”，“菜篮子”重要农产品
自给能力保持全国大中城市前列。

近年来，天津市高度重视肉牛产业
发展，从政策扶持、技术指导、金融支持
等方面，全方位支持肉牛产业发展。“天
津持续打造优质高端的规模的养殖基
地。今年一季度，肉牛存栏达到18.44
万头，同比增长4%。目前，天津全市备
案的规模肉牛养殖场共计310个，存栏
规模1000头以上的场有23个，肉牛规
模化率达到6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天津市农业农村委总畜牧师李晓东介
绍，2024年底，天津市牛肉产量达到4.6
万吨，同比增加44.8%，创近年来牛肉产
量历史新高。饲养的主要品种有西门
塔尔、安格斯牛和海福特牛等。

从前，天津市长期对口支援新疆。
从津沽大地到天山南北，从海河两岸到
昆仑大漠；援疆，让津疆两地不再有距
离。本项目落实兵地党委深化农业协
作决策部署的具体实践，创新采用“产
业联动+双向赋能”合作模式。“合作是
基于长期的天津对我们兵团的援疆，通
过双方的沟通认为具有长期合作的基
础。新疆牛的产量多、天津的市场大，
通过合作有效解决了新疆的肉牛销售
和天津市场购买放心肉的需求，是双赢
的项目。”新疆中新建农牧企业负责人
陆忠表示，项目今后还将加入屠宰、加
工等产业链条，实现让新疆美味达到京
津冀市民的“最后一公里”。同时，也将
为兵团优质畜产品“出疆入津”，完善区
域布局，拓展全国市场开创广阔空间。

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发展改革委，
新疆中新建农牧企业，北辰区、国家统
计局天津调查总队等单位相关负责人
参加活动。

天津兵地农业合作
肉牛育肥项目正式落地

本报讯 吴苗苗 近日，环渤海（黄骅）
盐碱地综合利用学术研讨暨现场观摩会
在沧州黄骅市举行。会议通过学术交
流、现场观摩、研讨对接三个环节，全方
位展示了近年来河北省盐碱地综合利用
科研成果，促进交流合作，扩大综合影响
力，推动盐碱地综合利用迈上新台阶。

河北省盐碱地分布广泛，现有各类
盐碱地 583.42万亩，其中盐碱耕地达
570.25万亩，占比 97.74%，主要集中在沧
州市，滨海平原盐碱耕地占比高达
85.86%。从盐渍化程度来看，轻度盐碱
耕地居多，占比 80.34%，但中度和重度盐
碱耕地也分别占比 17.77%和 1.89%。这
些盐碱地具有地下水埋深浅、矿化度高、
土壤结构差、含盐量高、肥力低、淡水资
源匮乏等特点，给农业生产带来极大挑
战，农作物产量低而不稳，破解多重障碍
因子成为盐碱地综合利用的关键难题。

面对这一困境，河北省在盐碱地治
理与综合利用方面持续发力，多年来，河
北省农林科学院按照“以地适种、以种适
地”思路，组织多个单位针对滨海盐碱地
障碍因子开展研究。在耐盐碱作物植物
新品种培育方面，育成了10余个旱碱麦
品种，在特定盐碱地示范田亩产可达
220—500公斤；冀酿2号高粱在含盐量
0.3%～0.4%的盐碱地亩产350~550公斤；
垦育88、“滨稻8号”等水稻品种耐盐能
力强，品质达国优2级米标准，亩产超
750公斤；还有多个油用向日葵、蔬菜、果
树、棉花、牧草新品种，适应不同盐碱程
度土地，产量可观。耐盐碱果树砧木筛
选同样成绩优异。选育出的盐星海棠砧

木提高了苹果耐盐性，筛选出的7个耐
盐碱杜梨优系为梨产业在盐碱荒滩发展
奠定基础。

在盐碱地专用肥料及土壤调理剂研
制上，也取得重要进展。研制出的作物
种子包衣剂、生物有机肥、耐盐菌剂、有
机液体肥等在沧州中度盐碱地规模化应
用，使玉米、小麦、苜蓿显著增产；以水稻
秸秆等为原料的土壤调理剂，应用2年
后能大幅降低耕层土壤含盐量，改善土
壤结构和肥力。同时，研发了一系列盐
碱地改良与利用关键技术及模式。如轻
度盐碱地冬闲田牧草绿肥复种技术、中
度盐碱地苜蓿旱作与粮草轮作技术、重
度盐碱地生物农艺改良培肥技术、设施
蔬菜咸水淡化及多水源利用技术、盐碱
地基质栽培技术、滨海盐碱地农业面源
污染防控技术等，通过这些技术，不同程
度盐碱地的土壤得到改良，作物产量显
著提升，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此外，还研
发了盐碱地设施栽培、原土绿化等技术，
并建设示范基地和研发平台，加速成果
推广应用。

为进一步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
大文章，河北省多管齐下。一是组织开
展盐碱地资源状况调查，结合土壤三普
成果，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全面摸清盐碱
地资源家底，为科学利用和生态建设提
供依据。二是制定综合利用规划，明确
不同区域、类型和盐碱程度土地的利用
目标与措施，对沧州市盐碱耕地调规政
策进行研究，构建粮草轮作体系。三是
加强科技支撑，利用已有科技成果，建设
农业创新驿站，提升试验站水平，加快成

果推广与创新，同时加强耐盐植物相关
研究和关键技术产品攻关。四是建设盐
碱地综合利用示范区，在沧州市、唐山
市、张家口坝上地区分别规划建设示范
区，攻克关键技术，展示最新成果，推广
应用成熟技术和新品种，构建盐碱地特
色种业链条。五是创新体制机制壮大龙
头企业，出台深加工支持政策，支持盐碱
区域内特色农产品加工企业发展，打造
紧密利益联合体，促进一二三产融合，提
高盐碱地综合利用水平。

“河北省在盐碱地综合利用方面的
成功经验，不仅为当地农业发展带来新
机遇，也为全国盐碱地治理提供了可借
鉴的模式。接下来，我们将坚持创新驱
动，攻克盐碱地治理‘卡脖子’难题，并推
动盐碱地资源向绿色产业转化，打造‘生
态-生产-增收’链条，同时强化人才支
撑，培育盐碱地治理专业队伍，建立‘产
学研用’一体化创新联盟，让盐碱地成为
农业发展的新沃土。”河北省农林科学院
农业资源环境研究所研究员侯升林说。

据介绍，此次会议由河北省农业农
村厅指导、河北省农林科学院主办，会议
邀请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南志标教授、徐
明岗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曹晓风研
究员，中国农科院原副院长梅旭荣研究
员，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
所农业资源研究中心刘小京研究员做大
会报告。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
学院、兰州大学、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河
北农业大学、沧州和黄骅等地方农业部
门等190余人参加了会议。

河北推动盐碱地资源向绿色产业转化

河北省2024年度秋粮旺季收购完成
累计收购新产玉米147.46亿斤，为近年来较高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