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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11个月“2+26”城空气质量
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52%

同比上升0.9个百分点

本报讯（记者段丽茜）生态
环境部日前通报 1 至 11 月和
11 月全国空气质量状况。1 至
11 月，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
26”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52%，同比上升0.9个百分点。

1 至 11 月，全国 169 个重
点城市中，临汾、邢台、石家庄
市等 20 个城市空气质量相对
较差。11 月，169 个重点城市
中，邢台、石家庄、保定市等 20
个城市空气质量相对较差。

1 至 11 月，京津冀及周边
地区“2+26”城市 PM2.5 浓度
为 58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2.1%。11 月，平均优良天数比
例为 45.2%，同比下降 19.8 个
百分点；PM2.5浓度为88微克/
立方米，同比上升33.3%。

据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攻关

联合中心分析，与去年同期相
比，1至11月全国空气质量总体
呈改善趋势，但 11 月受供暖排
放增加、气象条件不利和沙尘天
气等因素影响，京津冀及周边地
区部分城市空气质量下降。

11 月，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仅出现 3 次冷空气过程，同比
减少 4 次，导致大气污染物扩
散能力下降。11月，该区域先后
出现 4 次大范围重污染天气过
程，特别是 11 月 23 日开始，河
北南部、河南北部、山东西北部
等地出现长达 10 天左右的重
污染天气过程，拉高了 PM2.5
月均浓度。另外，11 月下旬，京
津冀及周边地区受沙尘天气影
响，形成了在秋冬季较为罕见
的 PM2.5 和 PM10 混 合 型 污
染，对空气质量产生较大影响。

本报讯（记者邢杰冉）12月
25 日，天津市高校项目及人才
洽谈会暨天津市高校科技创新
成果转化中心石家庄分中心启
动 仪 式 在 石 家 庄 科 技 中 心
举行。

该分中心由天津市高校科
技创新成果转化中心、石家庄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招才局、河北
诺亚海创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
司共同建立，将建设成为国内一
流的科技成果研发转化基地、高

新技术企业孵化基地、专业化高
端人才汇聚和培育基地。发挥天
津市高校科技资源和人才优势，
围绕高端人才引进、科技成果转
化，重点打造专家智库平台、科
技服务平台，建成完善的由研究
中心—转化中心—生产中心组
成的产业链，解决制约科技成果
转化的瓶颈，实现区域产业的技
术创新、工艺创新、工程创新和
产品创新，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
可持续发展。

本报讯（记者曹智）近日，
第九次京津冀治超联席会议在
石家庄召开。会上，三地在治超
数据信息系统对接、深化京津
冀高速公路省界治超执法合作
对接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并
取得了系列成果。

会上签署了《京津冀治超
数据信息系统对接备忘录》。
三地将继续推动共建站的建
设，研究共建站点运行机制，
实现三地共建站治超数据共

享；建立京津冀交界处公路检
查站信息互通机制，实现治超
数据共享共用；推广利用遥感
监测技术，发挥周边重点源头
的遥感监测数据共享作用，加
强重点货运源头特别是砂石
骨料、矿山企业的监督力度；
建立京津冀超限超载失信协
同惩戒工作制度，严惩货车司
机失信行为；实现货运基础数
据和 12 吨以上货车轨迹数据
共享共用。

本报讯（记者贡宪云 通
讯员焦利英）近日，沧州渤海
新区科创园创新基地迎来首
个入驻企业——由北京东方
华鹰世界科技有限公司创建
的华鹰电机科技有限公司，这
标 志 着 该 基 地 进 入 试 运 营
阶段。

渤海新区科创园创新基地

由渤海新区与中建路桥集团有
限公司以 PPP 方式合作建设，
总投资 2.71 亿元，重点引进京
津冀科技含量高、发展前景好
的科创成果到渤海新区实施产
业化，打造科技成果转化的承
接地，涵盖高端装备制造、海事
服务、中试研发、专项服务等多
个领域。

京津冀推动治超数据共享

渤海新区科创园创新基地试运营

重点引进京津冀科创成果

天津市高校科技创新成果
转化中心石市分中心启动

中铁北京局集团与河钢集团合作

双方共建绿色物流体系

瞄准消费新需求 丰富市民菜篮子

青县今年百万吨优质蔬菜进京津
□记者 米彦泽 王雅楠

“清晨青县棚中菜，午间京津盘中餐。”南接沧州、北依京津的青县，在京津菜篮子供应中的市场地位和地缘优势可见一斑。

青县具有 30 余年的蔬菜种植历史，如今设施蔬菜播种面积达 40 万亩，年产蔬菜 230 多万吨，年产值近 50 亿元；先后

注册 30 多个蔬菜品牌，今年已向京津输送优质蔬菜 100 多万吨。全县农民的种菜收入已占到纯收入的一半左右。种菜，不

仅鼓起了青县农民的钱袋子，也丰富了京津市民的菜篮子。

12 月 16 日，走进青县曹寺乡振西
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一个印有“北京
市外埠蔬菜生产基地”的巨大展板吸
引了记者目光。

上半年，该合作社与北京绿富隆
农业有限责任公司签署合作协议，成
为北京市外埠蔬菜生产基地，委托绿
富隆公司在北京各大超市统一销售，
实现了农超对接。

除了委托绿富隆公司，合作社还
在当地交易，蔬菜发往京津。“今天清

晨，刚采摘的 1.7 万斤顶花带刺的黄
瓜，以每斤 2 元的价格，通过曹寺乡蔬
菜交易市场发往了北京新发地，中午
就能摆到北京市民餐桌上。”合作社理
事长张树森告诉记者。

拇指黄瓜、孢子甘蓝、紫霞仙子萝
卜⋯⋯在大司马现代农业园区的大司
马庄园餐厅，吃完一桌蔬菜宴，北京市
民郝女士一家随着导游来到蔬菜大棚
采摘、观光。

在羽衣甘蓝大棚，一棵棵粉色、黄

色的羽衣甘蓝层层绽放，让郝女士和
女儿爱不释手。既能观赏又能尝鲜的
羽衣甘蓝，幼苗每棵40元，成熟后每棵
80元，郝女士当场购买了两棵幼苗，说

“带回去养大给亲朋好友开开眼”。
“每当周末和节假日，许多京津游

客会自驾或随旅游团来采摘游玩，这
是沧州市规划的农家乐乡村旅游精品
线路的一站。”大司马现代农业园区综
合信息部主任温家雪告诉记者，截至
今年 11 月底，已接待游客 45 万人次，

园区营业额达5100万元。
年产鲜菜30万吨的振西蔬菜种植

专业合作社，90%以上蔬菜供应京津
市场，去年纯收入 400 余万元。张树森
告诉记者，今年又建成 8 座联栋大棚、
39 座温室大棚，预计年纯收入可逾
500万元。

目前，青县已建成8家蔬菜配送中
心、9个产地市场，并与北京新发地、天
津王顶堤等 10 多家大型蔬菜批发市
场、100 多家客商建立了稳定合作关
系。此外，青县30多种农产品实现了网
上销售，京津市民足不出户就能购买
到青县的新鲜蔬菜和果品。

“这是中国农业科学院新研发的甜
瓜种子，试种下吧。”12月12日，在曹寺
乡齐营村青县根枝叶蔬菜种植专业合
作社，青县农林局蔬菜技术服务中心主
任宋立彦带来了8个新品种。

提起新品种，具有 26 年育苗种植
经验的青县根枝叶蔬菜种植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刘印树打开了话匣子：“羊角
脆博洋9号吃过吧？皮薄肉厚，产量高、
甜度高，已成为市场主流优质品种。这
个品种就是我们从天津德瑞特种业有
限公司引进的。”

今年 5 月在高碑店举办的第三届
京津冀蔬菜食用菌产销对接活动中，刘
印树被评为“羊角脆大王”，系科学种

菜、种品牌菜、种品质高的蔬菜的“十大
菜王”之一。他将此归功于合作社与中
国农科院、河北农大、天津科润蔬菜研
究所等科研单位建立合作关系的结果。

借智京津，刘印树试验、示范了蔬
菜新品种30余个，仅2016年就引进中
国农科院蔬菜所、天津科润黄瓜研究
所等单位的 40 多个新品种，合作社成
功建成国家级蔬菜标准园区，致力于
做优做强蔬菜产业。

在宋立彦看来，推广应用新品种新
技术，是青县大力推动蔬菜产业提档升
级的重要一环。

随刘印树走进一座蔬菜大棚，记者
看到，一台酷似飞碟的设备悬挂在大棚

中部，闪着蓝光，发出嗡嗡的声响。这是
宋立彦刚从国家农业智能装备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引进的多功能ZHI保机。

这台新设备采用物理和化学方法
杀菌、防病、除臭和灭虫，无污染、无残
留，大大降低了农药的使用，还可实现
在手机上远程控制。宋立彦说，一台小
小的ZHI保机，既能保证农产品质量安
全，又能增加设施农业收益，与其他来
自京津的各种新技术新设备一起促进
青县蔬菜产业走上高品质发展之路。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中心
研究员刘明池说，河北是蔬菜生产大
省，尤其是具有蔬菜种植传统的青县，
已成为京津蔬菜重要供应基地，特别

是在绿色高端蔬菜、特菜供应等方面，
已成为京津冀地区的一张亮丽名片。

“一个棚，两根瓜，一桌菜。”这是
青县设施蔬菜的真实写照。从最初同
质化严重、利润薄、销售难，到如今高
品质绿色蔬菜畅销京津，很大程度上
正是借智借力京津先进技术的成果。

目前，青县已发展无公害蔬菜基地
认证面积 25 万亩，获得绿色食品和无
公害产品认证 59 个品种。青县农林局
副局长卢茂凯介绍，全县共注册蔬菜商
标 31 个，其中“大司马”被认定为中国
驰名商标，“青青”“福鑫家园”等5个商
标被认定为河北省著名商标，“青县羊
角脆”被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和河北省十大蔬菜名品，青县黄瓜基地
入选河北十大蔬菜单品生产基地。

尽管青县设施蔬菜得到了快速发
展，但仍存在冬季生产潜力不足、产品
附加值不高、产业链急需延长等问题。

河北农业大学植保学院教授陆秀
君表示，青县应通过深加工延长蔬菜产
业链，提升附加值，做大做强做优设施蔬
菜产业，进一步打造青县区域蔬菜品牌。

如今，无论是合作社还是种植户，
都已开始进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以迎合京津市民消费升级。
“蒲公英、紫苏、荠菜等药用蔬菜，

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能否开展合
作，由合作社转化我们的研发成果？”记
者在振西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采访时，
恰遇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博士生
导师李卫东来青县寻求合作。

北京中医药大学研发的药用蔬菜
口感好、营养价值高，不挑土地易栽

培，市场前景广阔，这与张树森的多元
化种植理念不谋而合。双方很快达成
初步合作意向。

在合作社北侧，正在建设的温室
大棚一溜排开。张树森介绍，这些大棚
建成后，要种植一些新品种的蔬菜，同
时开展休闲采摘、观光旅游、培训等综
合服务，实现三产融合。

大司马现代农业园区正在从天津

引进烘干设备，将果蔬深加工成休闲
小零食，完善果蔬产业链条，真正成为
一个集特色蔬菜生产、采摘、加工销售
及特色餐饮、会议接待等多业态的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

卢茂凯表示，对接京津市场，该县
正在谋划建设综合性、现代化的大型蔬
菜交易市场和综合物流园区，以羊角脆
特优产区为重点，以深加工提升果蔬附
加值，打造区域品牌，引导蔬菜产业提档
升级，满足京津市民消费升级新需求。

服务京津，争当京津市民的菜篮子

借智京津，加大优质蔬菜供给

满足消费者升级需求，延长蔬菜产业链

日前，涿州市一家公司的科研人员在高性能计算机机房巡
检。涿州市紧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依托东方地球物理公司、航
天信息、浪潮大数据产业服务基地等重点项目，大力发展现代信息
技术，建设互联互通的智慧城市公共平台。 记者 赵永辉摄

近日近日，，在青县大司马现代农业园蔬菜种植大棚在青县大司马现代农业园蔬菜种植大棚，，工作人员在打理蔬菜工作人员在打理蔬菜。。记者记者 王雅楠王雅楠 米彦泽摄米彦泽摄

新华社天津 12 月 26 日电（记者尹
思源）记者25日从在天津召开的京津冀
民政事业协同发展第二次联席会议上
了解到，京津冀三地民政部门对入住养
老机构的老人打破户籍限制，实现资质
互认、标准互通、监管协同的管理模式，
推动三地养老产业转移升级，实现“户
籍跟着老人走”。

2016年以来，京津冀三地养老协同
发展工作在信息共享、项目对接、优势

互补等多方面达成共识，积极推进“通
武廊”养老服务等协同发展试点工作，
并取得实质性进展。

三地加大力度推动医保系统对接。
廊坊市民政局副局长杨建光介绍，通
过三地共同协调努力，三河市燕达金
色年华健康养护中心率先实现了与北
京医保、运营补贴的互联互通。京津养
老政策率先惠及廊坊养老机构，大大
减轻了廊坊养老机构的资金压力，也

标志着京津冀养老协同发展实现了实
质性突破。

京津冀民政部门共同签订《通武廊
养 老 工 作 协 同 发 展 合 作 协 议 (2017-
2020 年)》，助力三地养老机构协同发
展。廊坊市福源老年公寓在天津市武清
区大王古庄经济区建设了天津市武清区
福源养老院，实现了跨区域连锁化经营
发展，该项目总建筑面积 3300 平方米，
设置养老床位120张，目前已陆续入住。

不仅如此，三地民政部门积极推进
“通武廊”协同发展示范区，发挥“小京
津冀”的独特作用，把武清区作为三地
养老协同重点推动区，先后两批把武清
区养老护理中心、河北高碑店市养老项
目、河北三河燕达金色年华健康养护中
心等9家养老机构作为试点。截至目前，
天津武清区养老护理中心和河北省三
河市燕达国际健康城共收住 2000 多名
北京籍老人。

京津冀三地对入住养老机构的老人打破户籍限制

协同养老“户籍跟着老人走”

本报讯（记者宋平）“今天，我要给
大家熬碗藜麦粥。藜麦可是好东西，含
有多种对身体有益的微量元素。”每天
晚上 7 时左右，沽源县大元房子村村民
张志文都会出现在网上直播平台上，操
着不太标准的普通话，一边用当地土特
农产品做着美食，一边进行网上直播。

直播间有时在自家厨房，有时在自
家院落，张志文晒着坝上土特产，也时不
时晒晒村里的新变化。直播完经常会有人
找张志文私聊，向他购买当地的土特产。

从对直播、微商、电商等概念一知
半解，到逐渐入门、上手实操，并通过直
播、短视频等形式售卖自家土特产，张
志文很庆幸自己参加了北京中农服农
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农
服）组织的电商实操培训班。

今年 4 月，以中农服为主体的联合
体企业承接了沽源县电子商务进农村
综合示范县项目。为了促进当地农产品
销售，助力扶贫攻坚，探索出国家级电
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工作的高效
做法及电商扶贫典型模式，中农服将

“中农服农民主播团”项目引入沽源。这
一项目以“直播+微商+短视频”为主要
手段，通过免费提供线上电商培训、跟
踪辅导、资源对接等，组织、带领农民通
过互联网销售农产品。

“沽源盛产土豆、藜麦、莜麦，但与
外界缺乏信息交流，很难把自家东西卖
出去。通过网络直播，我们与外界的沟
通多了，收入也增加了。”张志文告诉记
者，在当地，还有几家农家乐通过直播，
吸引了很多北京、天津等地的游客。

目前，大元房子村已有 8 人加入农
民主播团，张志文成为主播团的团长。中
农服为村民配备了直播设备，还与他们
签订了主播协议。“签订协议是为了规范
村民的直播行为，也为了提高他们的积
极性。”中农服沽源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
示范县项目总负责人戎涛说。截至12月
17 日，中农服共培训当地农民 3100 余
人次。通过培训，很多农民主播团的成员
收获了自己的电商“第一桶金”。

作为“中农服农民主播团”项目的发
起人之一，北京中农服农业科学研究院
执行院长张文波表示，网络直播简单易
学，既帮助农民卖货，实现脱贫增收，也
帮助他们改变传统观念，是“扶贫先扶
智”理念在电商扶贫领域的一次实践。

今年10月，“中农服农民主播团”项

目入选国务院扶贫办全国电商扶贫典
型案例。在沽源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
示范县项目资金的支持下，中农服还将
进一步完善沽源县农村电子商务培训
体系建设、农村电子商务物流体系建
设、农产品供应链管理体系建设和农村
电子商务营销体系建设，把更多的沽源
县农特优产品销售出去。

根据规定，中农服在沽源的项目服
务期为三年。为确保项目的可持续性，
按照中农服的计划，前期以县级农村电
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统一配货的形式
销售农副产品，后期还会售卖当地的手
工艺品。戎涛表示，未来通过组建公司
或合作社，农民主播团售卖的农产品将
实现标准化、品牌化、规模化和网货化，
助力当地农民脱贫致富和乡村振兴。

北京电商项目助力脱贫增收

沽源农民网上直播卖土特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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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方素菊 通
讯员李溢春、杨春雷）12 月 26
日，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
公司与河钢集团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双方将共同开展绿色物
流体系建设。

按照协议，双方将深化京
铁云平台和河钢云商平台在物
流服务、金融服务、客户服务和
数据服务方面的融合，共同创

新物流衍生服务，为双方绿色
物流建设项目提供现代化信息
支撑。建立沟通协调调度机
制，以河钢集团铁路运输调度
中心常驻北京铁路局调度所的
方式，开展合署办公，深化物流
业务组织协调，更好地为京津
冀乃至全国客户提供全方位、
网上网下绿色物流新产品、新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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