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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阳县以产业兴旺促乡村振兴

近日，隆尧县硕田农业种植基地大
田里，几名妇女正在收获芥菜。她们小
心地将一棵棵芥菜拔下来，然后精心整
理包装，将芥菜放进箱里。一名妇女
说：“过去咱总在家里闲着没事干，现在
咱在硕田打工，一个月轻轻松松就能挣
3000 多元钱，家门口打工也能走上富裕
路啊！”

“这样的事在我们这里很普遍。”硕
田农业种植基地负责人田立志介绍，“平
时，我们这儿每天都有 300 多工人上班，
忙的时候能达到700多人，都是附近村里
的农民。”

隆 尧 硕 田 农 业 有 限 公 司 成 立 于
2015 年，流转土地 6000 余亩建立了硕

田农业种植基地，主要种植芥菜、香
菜 、 香 芹 、 甘 蓝 等 订 单 蔬 菜 十 余 种 ，
年生产蔬菜 2000 万吨，销往广州、深
圳 等 十 多 个 省 市 ， 销 售 额 达 5000 多
万元。

田立志拔起一棵芥菜，只见鲜绿的
叶片向周围张开，整棵菜比普通大白菜
要小，没有坚实的菜心。田立志介绍
说，这种菜略带苦味，当地人吃不习
惯，南方人都爱吃，是煲汤、涮锅等的
最佳菜品，在南方各省非常畅销，供不
应求，有的还出口到国外。还有香菜，
南方市场也很大，每年可以种四茬，全
部销往南方各省市。

田立志从军队退伍后，看到当地农

业种植结构单一，土地产出率很低，农
民收入少，农村土地存在着巨大的开发
潜力，就决心在本乡本土的土地上大干
一场，带领乡亲们致富。起初，他流转
三四百亩土地搞大棚种植，效益不错。
随着时间的推移，效仿种大棚的农民越
来越多，很多蔬菜滞销。田立志灵机一
动，又搞起了冷库。起初建了 6000 平
方 米 冷 库 ， 现 在 扩 大 到 了 12000 平
方米。

有了冷库，蔬菜可以实现保鲜，避
免了集中大量上市造成的滞销。现在，
田立志流转的土地，已经达到 6300 多
亩，而且还在继续增加。有了冷库后，
蔬菜什么时候销售出去，他可以自己掌

握。价格合适的时候，电脑上轻轻一
点，客户就开来拖挂车把菜拉走了。

“不愁销路，就放开手脚大胆地种
吧！”田立志爽朗地笑着说，“这样我就
需要大量的工人。正好，当地农民把土
地转租给我，腾下功夫又可以在我这打
工挣钱。农村妇女得到实惠最多，其他
地方没人雇用她们，在我这都可以。过
去闲着打麻将，如今好了，在家门口一
样挣钱。”

不 完 全 统 计 ， 如 今 ， 通 过 种 植 大
户、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业园区等
新型经营主体，隆尧县已有几千名农村
妇女在家门口打工致富。

（潘志方、赵红梅）

隆尧农村妇女在家门口打工致富

党 的 十 九 大 作 出 了 实 施 “ 乡 村 振
兴”战略的重大部署，2018 年中央一
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构建农村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体系”，并将其作为提升农
业 发 展 质 量 、 实 现 乡 村 振 兴 的 重 要
举措。

饶阳县作为一个农业大县，始终把
农业放在基础地位，相继实施了“农业
立县”“农业转型”“绿色崛起”等发展
战略，围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
极探索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新路子，
为农业农村发展注入新动能。2017 年，
该县被省农业厅确定为“河北省创建整
体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试点
县”。

优化品种、提升品质、打
造品牌，夯实一产基础

适应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建设雄
安新区等国家战略，饶阳县明确了打造

“京津冀和雄安新区优质农产品供应基
地”的发展定位，大力实施优化品种、

提升品质、打造品牌的“三品提升”战
略。截至目前，该县建设“新饶新优葡
萄品种实验示范基地”等科研成果中试
转化基地 5 个，引进推广水果西红柿、
黄金笋瓜、秋葵、月光无核葡萄等优质
农产品 30 多个。全县农产品全部达到
了 无 公 害 标 准 ， 认 证 无 公 害 产 品 37
个、绿色产品 24 个、有机产品 19 个，
引进推广熊蜂授粉、黄板诱蚜、高密度
防虫网、丽蚜小蜂防治白粉虱等生防、
物防技术 30 多个，试点建设农产品质
量 追 溯 基 地 6 个 。 全 面 启 动 “ 饶 阳 蔬
菜”“饶阳葡萄”叫响京津计划，注册
农产品商标 77 个，“饶阳葡萄”“饶阳
甜瓜”两个产品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
产品认证。

“接二连三”，健全产业链条

立足 43 万亩蔬菜、12 万亩设施葡萄
的强大产业优势和北距雄安新区 50 公里
的区位优势，该县出台优惠政策，重点
面向京津加强招商引资，力图从农业中

“长出”工业、衍生出“服务业”，打造
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实现农业发展的“接
二连三”。

该县引进了新发地、大北农、上好佳
等农业产业化项目20多个，建设新发地-
绿饶、康绿-春阳等冷链物流基地 5 个，
认定兴地、冠志、央景等省级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 9 个、市级 36 个。成功实施了

“河北省创建整体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示范县”项目，新建改建农产品冷
鲜库31个，建成三产融合示范点4个。他
们还谋划引进尚品粮源去农残净菜鲜切、
央景中央厨房等中央厨房类项目2个，打
造京津冀优质“后厨”。同时，推动兴
地、冠志、绿科、众悦等县内优秀农产品
生产基地由纯农产品生产向集生产、采
摘、体验、休闲、娱乐于一体的“农旅结
合”模式转变。打造了兴地公司设施葡萄
采摘基地、冠志公司高科技智慧农业观光
采摘基地暨滑雪滑草娱乐基地、众悦公司
户外拓展采摘基地、绿科公司有机果蔬采
摘基地、央景公司综合旅游休闲基地等11
个特色“农业+旅游”基地，进一步健全
了农业产业体系，增强产业的生命力和综

合竞争力。

融合互促，引领现代农业

饶阳县以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
社、家庭农场等农业新型经营主体为主
要载体，大力发展“种养+加工+旅游”
的种养基地，并推动农业经营主体通过
组建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的形式实现三产
融合。

目前，全县从事三产融合的新型经
营主体达 30 多个，省级农业产业化联合
体2家。进一步强化“全县一盘棋”的思
想，在持续推动农业提档升级、转型发
展的基础上，坚持全县域选点布局，构
建农产品冷藏、加工和冷链物流网络，
推动精品旅游示范点建设，发展全域旅
游，着力构建一批风光宜人、景色优美
的“田园综合体”，构建了农业一、二、
三产“三产融合”，农村生产、生活、生
态“三生同步”的现代农业农村发展格
局，有力地促进了产业兴旺，为乡村振
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赵红梅）

整合全省技术力量 加大技术研
发力度

优质大豆绿色高产轻简化
栽培技术在我省推广

5 月 9 日，河北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油料
产业创新团队重点任务——“优质大豆绿色高产轻
简化栽培技术研发集成与示范”2018 年项目推进
会在石家庄召开。会上，省大豆产业技术体系的岗
位专家与大豆新品种新技术试验站技术负责人进行
了对接。今年，我省大豆产业技术体系在生产中重
点进行优质大豆绿色高产轻简化栽培技术研发集成
与示范。

据了解，优质大豆绿色高产轻简化栽培技术研
发集成技术包括：“一喷多防”技术研发集成、河北省
夏播区大豆田主要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集成、机械
收获农机农艺配套技术集成（主要针对大豆田间植
株成熟期不一致，影响机械收获外观品质的问题，进
行喷施化学药剂促落叶效果研究与示范）和优质大
豆绿色高产轻简化栽培技术示范推广。 （赵红梅）

省大豆种植技术培训暨产业发展
研讨会召开

200 多名种粮大户
加工企业等参加培训
夏大豆高产栽培技术、大豆主要病虫害防治技

术、大豆耕播机械化技术、大豆发展现状及未来市场
预测⋯⋯

5月10日，在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研究所、沧
州市农林科学院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院组织召开
的河北省大豆种植技术培训暨产业发展研讨会上，
来自全省大豆基地示范县、家庭农场、合作社、种植
大户、加工企业200多人，接受了国家大豆产业技术
体系专家和省油料产业技术体系专家的培训。台
上，专家讲得生动形象，台下，种植大户们听得聚精
会神。

“参加培训会，学到了不少知识。”石家庄藁城
区朱家庄鑫泰种植合作社负责人赵秀雨说。合作社
种了 2000 多亩大豆，社员管理水平参差不齐，希
望今后多参加这样的培训，让更多农民掌握大豆种
植新技术。河间市张兴屯村农民李洪勋说，他种植
了600亩大豆，在机械化收获方面遇到了问题，这
次培训会让他找到了答案，知道今后的发展方
向了。

培训会上，发放了《大豆新品种及栽培技术》《点
蜂缘蝽发生与防治技术》等技术资料 450 份。国家
大豆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河北省农林科学院
粮油作物所大豆中心主任杨春燕研究员认为，此次
培训，对提高我省大豆生产技术管理水平及加工转
化、延伸大豆产业链条提供了技术支撑，会进一步推
动我省大豆产业的发展。 （赵红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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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伟亚）从近日
召开的雄安新区城市规划管理交
流座谈会上获悉，雄安新区将创
新引智选才政策，坚持“靠事业聚
人、靠公平选人、靠机制用人、靠
服务留人”的总要求，让雄安新区
成为各类人才建功立业、成就梦
想的热土。

当天，国际城市管理协会的
专家来到雄安新区，就国际城市
管理先进经验、未来城市发展模
式等进行交流座谈，为雄安新区
规划建设提出建设性意见。

2017 年 12 月 4 日，国家外专
局与省政府在石家庄签署《引进
外国人才智力支持雄安新区建设
和冬奥会举办合作框架协议》，提
出雄安新区将建设国际化高标准
引才引智平台，精准引进外国高

端人才和智力，打造国际化高层
次人才队伍，推动教育机构实施

“111计划”，开展引才引智系列高
端活动。

根据框架协议，国家外专局
和省外专局将支持雄安新区打造
全球人才服务中心，支持和引导
国内外知名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总
部落户雄安新区，引进一批诺贝
尔奖获得者等外国高端人才。雄
安新区将建立体制机制新高地，
在机构设置、职能配置、运行机
制、机构编制管理和人才政策等
方面，进一步加大改革创新力度，
逐步建立与国际接轨、国内领先
的体制机制。为每一位高端人才
的成长搭建公平竞争的平台，为
来新区的各类人才创造良好的创
业、工作、生活环境。

靠事业聚人 靠公平选人
靠机制用人 靠服务留人

新区引才提出“四靠”总要求“千年秀林”如何确保高质量
——雄安新区10万亩苗景兼用林工程探访

海上丝绸之路精品文物展正在雄安新区举行。展览展示了丝绸之路文
化交流和通商活动给当时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所带来的影响。

记者 田 明 霍艳恩摄

“ 千 年 秀
林”是雄安新区
坚 持“ 生 态 优
先、绿 色 发 展”
理 念 的 具 体 体
现。去年 11 月，
新 区 建 设 平 原
地 区 异 龄 、复
层、混交的近自
然“千 年 秀 林”
工 程 拉 开 大
幕 。 今 年 年 初
新区启动 10 万
亩 苗 景 兼 用 林
造林任务，未来
新 区 森 林 面 积
将达百万亩、树
种 170 多个，全
力打造天蓝、树
绿、水清的美丽
雄安。

“ 千 年 秀
林”工程质量如
何 保 障 ？ 高 科
技 应 用 情 况 如
何？近日，记者
探 访 了 雄 安 新
区 10 万亩苗景
兼用林工程。

卡车满载着树苗缓缓驶来，植树挖穴
机身后留下一个个树穴，工人们紧张有序
地将一棵棵国槐、侧柏、油松等树苗植入
坑内⋯⋯4 月 18 日，雄安新区 10 万亩苗
景兼用林工程第二标段，2 万亩的植树造
林现场一片火热。

“传统的挖坑栽树，在新区是行不通
的，每一个环节都有标准和创新。”第二标
段中标企业中铁一局项目负责人李祥冬
告诉记者，第二标段分为 139 个班组，分
组进行植树造林。

负责第二标段班组植树造林技术指
导的技术员邓喜，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公

文包，在植树造林现场来回穿梭，忙个
不停。

“公文包就是我的‘百宝箱’！”看到
记者对公文包好奇，邓喜笑着打开包，只
见里面装有《雄安新区造林工作手册》、
技术交底记录、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验
收规划⋯⋯

《雄安新区造林工作手册》是“千年秀
林”工程投资方、建设发包人中国雄安集
团，按照“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要求，
组织编制的国际一流的植树造林“雄安标
准”。手册对工程组织指挥、合作用地、招
投标，苗木选择、采挖、包装、卸运、种植、

浇灌及后期管护等各环节，都制定了严格
的标准。

为保证植树造林标准落到实处，中国
雄安集团组织所有参与“千年秀林”工程
的承包方、监理、参建人员，统一开展强化
培训，确保每个人掌握了选树、种树、养树
技术后才动工。

“打造‘千年秀林’工程，我们坚持全
流程精准管控质量，高标准高质量建设森
林城市，努力创造‘雄安质量’，为雄安打
好蓝绿交织底色。”中国雄安集团相关负
责人表示，从种下的第一棵树开始，高质
量理念就贯穿“千年秀林”项目全流程。

一手持定位器，一手扫描苗木二维
码，苗木的坐标信息便自动上传至雄安森
林大数据系统。

记者来到雄安新区 10 万亩苗景兼用
林工程第四标段时，中标企业铁汉生态
公司工作人员陈涛正在录入苗木定位
信息。

这里每株树苗上都挂着一个带有
二维码的铝制小标牌。“我们严格选取
每棵树苗，从苗圃选材时就登记了二维
码，为每棵树都建立了专属身份证。”陈
涛说，这个二维码链接的是雄安森林大
数据系统，扫描二维码，苗木的来源、树

种、产地等身份信息一目了然。
这样，每棵树都有了自己的数字信

息，地上每栽一棵树，线上就有一棵树，虚
实一一对应，从而组成“数字森林”，这也
是“数字雄安”的组成部分。

新区运用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等
高科技建立智能平台，对每棵树的种植、
管护、成长进行可追溯全生命周期监控管
理。平台还能精准管控苗木质量、施工进
度和工程质量，有效防止弄虚作假，规范
造林建设管理，保证造林工程的安全、质
量和进度。

为确保造林成活率，新区还通过实时

监控与人工巡查、无人机飞防与人工养护
相结合等手段，对每棵树进行监控、跟踪，
严防病虫害、森林火灾。

“千年秀林”是新区首个重大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为了将其打造成“透明
雄安”样板，新区专门研发了基于区块
链技术的造林项目资金管理平台，对植
树造林参建单位、利益相关单位的项目
专项资金流向进行实时动态监控，确保
专款专用。“通过平台系统，可以清清楚
楚地看到植树造林每一分钱的具体流
向。”中国雄安集团生态公司专家徐成
立说。

“在家门口就能上班，一天收入 120
元，不说分红，光工资一年就能收入 3 万
多元。”雄县张岗乡开口寺村村民赵连成
高兴地说，种树不仅让他们有了饭碗，还
能与新区共同发展，共享绿色发展成果。

新区有不少人像赵连成一样实现家
门口就业,比如，雄安新区 10 万亩苗景兼
用林工程第二标段有当地百姓 700 多人，
第四标段有当地百姓600多人。

“新区坚持改革创新，正在探索一套

适合新区规模造林的合作造林经营机
制。”雄安新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通
过企业与农户或集体间多要素多方式合
作，创建良性致富生态，让资源变资产、资
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让新区人民获得
稳定的长期收益。

造林绿化规模化、管理标准化、流水
线作业、投融资多元化⋯⋯雄安新区坚持
市场化运作，突破传统政府财政全额投资
造林模式，创新“投资人+施工总承包”联

合体的植树造林模式，引入资金实力强、
技术先进、管理优秀的企业，与国内技术
领先的造林公司组成联合体共同参与“千
年秀林”项目。

“参与过京沪高铁、港珠澳大桥等重
大项目建设的团队和专业造林公司相结
合，把大型工程项目管理经验运用到专业
的植树造林中，实现优势互补，形成共建
共享、充满活力、可持续造林机制。”李祥
冬说。

□记者 原付川 高质量理念贯穿“千年秀林”项目全流程

智能平台对每棵树的种植、管护、成长进行可追溯全生命周期监管

合作造林经营机制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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