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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京津冀“菜篮子”物丰质优
——河北新发地市场全力打造农贸升级新标杆

津冀开展黄瓜新品种
试 验 示 范 推 广

冀中能源与中煤协会携手

共建中国煤机装备调剂平台

三地加强汛期气象联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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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8 日，在精品特菜交易区的田
园特别批发店，顶着阳光，商户田宗华正
和伙计们一起打理着从天津产地汽运过
来的芥蓝和菜心，共有200多件。

田宗华是高碑店人，做特菜生意 30
多年了。2015 年，随着北京非首都功能
加速疏解，他从北京农产品中央批发市
场搬迁到河北新发地继续做特菜。

受疫情影响，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
广外天陶红莲菜市场等 10 余家农贸市
场暂时关停，北京对外地市场的特菜需
求激增。“现在完全是满负荷运行，每天
接到北京商超订单10多个，供应特菜三
四百件，销量是平日的一倍以上。”田宗
华说。

海南的秋葵、山东的米椒、福建的美

人椒……指着店面上铺陈的琳琅满目的
特菜，田宗华告诉笔者：“跟大众菜不同，
这些都是市场上不常见的蔬菜，带给北
京市民不一样的舌尖体验。”

作为京津冀市民的“菜篮子”，河北
新发地在重点果蔬“保供应”前提下，引
入全国各地的特色果蔬，让百姓餐桌更
丰盛。

“我们成立工作小组，每隔 2个小时
统计市场上的吞吐情况，并在全国范围
内与政府和产地对接，接洽更多主产区
的货源，保障多样化农产品持续供应。”
河北新发地集团蔬菜部经理曾旺说。

针对驻场商户订单大幅增长、采购
资金紧张的问题，6月14日，河北新发地
设立 5000万元保供专项基金，专项用于

货源组织和调拨以及奖励，以支持商户
能够有充足的资金用于流转，保障充足
的货源储备。

同时，他们加大食品安全检测采样
的力度和密度，采样量较日常提升了一
倍左右，并对较高风险区域和易超标品
类启动气相测谱仪、液相测谱仪等大型
仪器进行专项检测，确保“零风险”安全
供应。

3月以来，河北果蔬大量上市。曾旺
多次带队到涞水、定兴等地的果蔬产地
进行调研，组织商户与当地合作社、种植
大户进行点对点对接，并在河北新发地
设立专区进行销售。

本地果蔬与外地果蔬品类各异，形
成互补，再加上进口果蔬的及时供应，使

得河北新发地市场的果蔬储备更加充
足。如今，河北新发地果蔬品种达 330余
种，满足了京津冀市民多元化的需求。

对于居民来说，“菜篮子”价格始终
是关注的焦点。为稳定果蔬产品价格，
减轻商户经营压力，河北新发地采取了
金融扶持、绿色物流等多种保障措施。

“我们还依托在城区建立的便民市
场，推出了一批平价菜、放心菜。”河北新
发地集团副总裁魏树俭说，这些农产品
每天 5 时采购完毕，通过直通车运往城
市主城区，8时上架进行平价销售，用最
近的距离、最快的方式为居民带来更多
实惠。

西红柿 2.15元/公斤、黄瓜 1.7元/公
斤、豇豆 3.5 元/公斤……据 6 月 12 日统
计，河北新发地市场内主要菜品价格大
多低于全国平均价位，缓解了市民的生
活压力。

夏日时节，果蔬飘香。笔者走进位于高碑店市的河北新发

地市场，只见一辆辆满载着全国各地特色果蔬的货车进进出出，

前来采购的客商络绎不绝，整个场景忙碌而有序。

6800余家商户驻守市场、330余种果蔬品种供应、每日上

千辆货车出入……连日来，受疫情造成的北京部分农贸市场暂

时关停影响，河北新发地农产品交易量较平日明显增长，尤其是

来自北京商超的采购量激增，园区24小时交易不停歇，将优质

农产品源源不断地送进北京。

面对新的疫情形势，作为京津冀最大的农产品交易枢纽，河

北新发地市场在做好“稳价保供”基础上，推动农产品标准化建

设，加快冷链物流建设，全力打造农贸升级新标杆，托稳京津冀

市民的“菜篮子”。

□河北日报记者 贡宪云 通讯员 夏 青 李孟石

河北日报讯（记者米彦泽）日前，河
北省社会科学院京津冀协同发展（雄
安）研究中心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
合发布了《河北蓝皮书：京津冀协同发
展报告（2020）》。蓝皮书指出，京津冀协
同发展战略提出以来，协同发展的规划
体系和顶层设计取得了重大突破。截至
2019年初，三地发展实力均获得不同程
度的提升，2014年至2018年，京津冀地
区 生 产 总 值 由 67290.5 亿 元 增 加 至
85140.3亿元，增加了17849.8亿元。

蓝皮书显示，单中心的首都发展格
局获得转变，协同发展的空间结构优
化；产业、生态、交通三个重点领域率先
突破得以实现，协同发展的核心支撑建
立。同时，三地创新发展全面实施，协同
发展动力源加强。

产业对接有序推进。通过优化生

产力布局结构有序引导生产要素流
动，进而疏解非首都功能，均衡各地发
展，提升京津冀区域整体发展水平，是
京津冀三地产业协同发展率先突破的
首要任务。围绕此任务的实现，京津冀
相继出台了《京津冀产业转移指南》等
系列政策，同时建立了以“2+4+N”为
核心的产业疏解空间载体和平台支
点。“2”：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

“4”：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北京新
机场临空经济区、天津滨海新区、张承
生态功能区 4 个战略功能区；“N”：46
个专业化、特色化承接平台，产业协同
发展的平台载体和关键环节获得突
破。尤为重要的是，针对三地产业转移
承接的税收分享等核心问题，三地进
行了突破性探索，联合印发了《京津冀
协同发展产业转移对接企业税收收入

分享办法》等政策文件，为三地产业协
同对接核心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保障，
三地产业协同发展获得有序推进。以
京冀为例，2014年至2018年，河北省共
承接北京市转入的产业活动单位 3860
个，其中承接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单位
1202个，占 31.1%；承接信息服务类、科
技服务类单位748个，占19.4%。

区域生态环境容量得以扩大。围
绕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水环境保护等
生态建设，三地深化合作，建立了“五
个统一”的大气污染联防联控体系，签
署了水资源补偿协议，合力推进清洁
能源改造、大气及水污染协同防治。
2014 年至 2018 年，京冀生态水源保护
林累计增加 50 万亩，北京、天津和河
北优良水体比例分别提高 32%、15%和
8%，PM2.5 平均浓度分别下降 40.6%、

37.3%和41.1%。
交通一体化加速形成。五年间，围

绕交通发展的率先突破，三地进行了
积极推动。轨道交通等交通骨干和打
通“瓶颈路”“断头路”等交通“毛细血
管”同时推进，京津冀城市群之间轨道
交通路网、高速公路网加速完善，覆盖
全区域的便捷交通网络加速形成。京
昆、京台、京开高速拓宽工程，京秦、首
都地区环线（通州—大兴段）和延崇高
速平原段等相继建成通车，1小时城际
交通圈的范围不断扩大。5 年间，河北
累计打通与京津间的干线公路“断头
路”“瓶颈路”27 条段、1676 公里。2014
年至 2018 年，三地公路里程累计增加
1.4 万公里，高速公路里程增加 1674.5
公里，三地交通运输能力和服务现代
化水平不断提升。

《河北蓝皮书：京津冀协同发展报告（2020）》出炉，2014年至2018年

河北承接北京转入的产业活动单位3860个
京津冀地区生产总值增加了17849.8亿元

河北日报讯（记者曹智 通讯员张海
洋）日前，在京雄高速公路项目兰沟洼大桥
项目建设现场，桥墩建设正在紧张进行。看
到钢筋存量不多，工区管理人员秦川打开
手机里的钢筋配送APP，输入工区、所属施
工队、期望到货时间和最晚到货时间、收货
人信息等，成功下单。

此时，京雄高速公路 6 标钢筋加工配
送中心主任李志刚的手机响起了提示：

“您有新的订单，请安排生产！”打开钢筋
配送 APP，李志刚仔细察看、审核订单信
息：兰沟洼大桥 9 号墩建设需要 1 号墩身
钢筋 32 根、2 号钢筋 32 根……察看后，李
志刚按下了“确认”。该笔钢筋订单随即
进入生产环节。

这批钢筋即将完成生产时，李志刚在
APP 上更新了生产进度情况。秦川随即在
手机上看到系统提醒：“您下单的钢筋已生
产90%，请耐心等待。”30分钟后，钢筋生产
全部完成，进入配送阶段。打开手机，秦川
随时可以看到运输车的实时位置。不一会
儿，这批钢筋就准确运到了工地。

“使用这个钢筋配送系统之前，我每天
都要审核来自施工班组的钢筋申请，通过
对比图纸和钢筋下料单来查错纠偏，还要
去钢筋加工厂送下料单，工作量很大。如
今使用这个系统，省时省力，定制钢筋就像
点外卖一样方便，而且生产进度也能够保
证。”秦川说。

据了解，河北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京雄高速公路6标项目全长7.4公里，由中
交一公局集团承建，共有大桥3座、互通桥
1 处，钢筋用量达 8.8 万吨，每日各工点钢
筋需求近200吨。

秦川使用的钢筋配送系统是京雄高速
公路6标项目部想出的“妙招”。它不仅解
决了钢筋传统配送过程中需要耗费大量时
间进行审核排序问题，还能让工区实时了
解钢筋生产进度，及时预判钢筋到场时间，调整施工节奏。

“每日近 200 吨钢筋需要送往 6个施工班组 16 个钢筋绑扎
小分队。”李志刚介绍，该项目主体工期仅 15个月，使用钢筋配
送系统可减少配送失误，提高配送效率，实现前场、后场零库存，
为如期完成建设任务提供了有力保障。

河北日报讯（记者宋平
通讯员谢盼）从日前召开的京
津冀三地汛期气象联防工作电
视电话会议上获悉，我省将从
强化区域联防机制、加快首都
上游观测网建设、做好海河上
游各子流域监测预报三方面做
好今年汛期气象联防工作。

强化区域联防机制。三地
持续推进京津冀区域联防联动
机制建设，在现有跨省区域联
防机制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协
同观测、预报会商、数据共享、
人影作业等领域联防联动工作
效率，扩大机制覆盖范围。

加快首都上游观测网建
设。目前，在保定、张家口和
承德3市规划建设的2部X波
段天气雷达和180套气象灾害
监测站已基本建成，从2019年
4 月开始，相关设备相继投入
运行，最后一套X波段天气雷
达也将于今年6月底前完成设
备安装调试。

做好海河上游各子流域监
测预报。省气象台制作了实时
同步、协同一致的河北海河流
域的面雨量预报和服务产品，
全力以赴配合海河流域气象中
心高质量完成流域气象保障任
务，为海河防汛抗旱总指挥部
指挥调度提供有力支撑。

据介绍，近年来，京津冀三
地不断完善气象信息共享和联
防工作机制，合作编制并实施
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气象保障规
划，完成了京津冀交通一体化
安全气象保畅服务工程（一期）
建设，建立了通州—武清—廊
坊、静海—廊坊—沧州、平谷—
蓟州—三河—兴隆、延庆—张
家口、房山—保定等多个灾害
性天气联防联动机制，并联合
开展重大活动气象保障服务。
特别是在汛期，三地加强上下
游地区的联合天气监测预报预
警服务，为各地政府决策和各
地安全度汛提供了重要支撑。

河北日报讯（记者贡宪
云 通讯员王海）6 月 16 日，
冀中能源集团与中国煤炭工
业协会通过云端视频会议签
署“中国煤机装备调剂平台”
框架协议。双方将按照市场
化原则，共同组建中国煤机装
备调剂平台，这对于完善煤炭
行业市场体系、优化煤机资源
配置具有重要意义。

当下，正处于深化煤炭行
业转型和全面升级的重要阶
段，受矿井生产方式和生产
工艺不断改变、去产能矿井

关闭退出等因素影响，煤企
不 同 程 度 存 在 物 资 闲 置 问
题，挤占企业运维资源，影响
资产效能发挥。

协议提出，将发挥冀中能
源集团电子招标采购管理平台
优势和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政府
与煤炭行业的纽带作用，以煤
炭行业闲置煤机设备为切入
点，共同构建闲置物资融通平
台，通过对国有资产的整理、盘
活和有效管理，促进结构优化，
产生协同效应，进一步提升煤
机资源配置效率。

河北日报讯（记者赵红
梅）近日，天津蔬菜产业体系
创新团队首席专家杜胜利研
究员带领部分专家，在石家
庄市藁城区贯庄村与河北省
蔬 菜 产 业 体 系 创 新 团 队 对
接，共同开展黄瓜新品种新
技术试验示范推广研讨。

两省市蔬菜专家和与会人
员参观了贯庄村大棚春茬黄瓜
种植基地和藁城区农昌种植服
务专业合作社日光温室春茬黄
瓜种植情况，观摩了天津蔬菜
所最新培育的黄瓜新品种“津
早 199”的性状表现。据介绍，

“津早 199”产量高，结瓜能力

强，具有商品性佳（瓜色油亮、
瓜条顺直、口感佳）、瓜柄易脱
落、方便采收等特性。

活动现场，津冀两地专家
就黄瓜新品种的强雌性、高效
栽培、节水节肥、绿色防控、品
种示范推广进行了深入探讨
交流。石家庄设施蔬菜综合试
验推广站将依托天津蔬菜创
新团队优良品种，把栽培技
术、节水节肥技术、绿色防控
技术集成配套，形成标准加以
推广，打造省会周边现代都市
绿色蔬菜供应基地，促进设施
黄瓜提质增效，推动蔬菜产业
发展。

晨曦微露，54 岁的商户李晓霞早早
起来，将码放整齐的一箱箱豆角装上车，
给全国各地的客户发货。

“过去豆角生产销售没讲究，重量不
重质，如今快速迈向了标准化。”作为豆
角经销大户，李晓霞在广东、云南等地都
有自己的直供基地，从种子来源、种植环
境，再到用水、用肥、用药，建立了一套技
术指标和技术规程。同时，按照豆角品
相、重量不同，分三个档次销售，并按照
每箱10公斤、12.5公斤、15公斤三个类别
进行装运。

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契合了消费者
对多样化和品质化的需求。连日来，李晓

霞的订单络绎不绝，她每天至少得发货
20多吨，最多时达80多吨。

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对
农产品的品质要求越来越高。河北新发
地发挥“大市场”资源和渠道作用，从生
产环节上引导当地种植户转变观念，不
断优化供给结构，推动农产品标准化建
设，直接带动我省果蔬种植基地 130 多
万亩。

农产品标准化建设提速，给延伸产
业链条、发展精深加工奠定了基础。

“毛菜变净菜，既能减少餐厨垃圾，
又能提升产品附加值，这是我们未来转
型发展的重要领域。”魏树俭表示，瞄准

净菜这片新蓝海，总投资 20 多亿元的食
品加工产业园项目已开工建设。建成后，
每年可向北京加工配送180万吨净菜，将
极大推动河北新发地农产品提质升级。

在消费升级的大背景下，以水产品、
畜产品、果蔬及花卉等为代表的冷链市
场日益扩大，冷链行业迎来了前所未有
的市场机遇。

5月12日，河北新发地农副产品有限
公司与北京松盛元冷链科技有限公司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加速推动华北地区最
大的 50 万吨冷库集群在高碑店市落地
建设。

这个项目应用先进的智能温控与

物流管理系统，全部建成后，整体容量
相当于北京市冷库总体容量的 60%，将
有效推进京津冀城市群冷链物流资源
一体化整合，提升冷链物流的信息化、
智能化水平，成为京津冀地区的“城市
冰箱”。

魏树俭介绍，依托处于“环首都 1 小
时鲜活农产品流通圈”的区位优势，河北
新发地市场在二期规划中将加速推进国
际花卉博览园二期、食品加工产业园、智
慧冷链物流园的运营投产，集“现代食品
商贸物流、食品产业加工、进出口跨境贸
易、生鲜电商孵化、国际专业会展、食品
文化创意”六大功能为一体，引领传统农
批行业向多元化和智慧型转型，打造农
贸升级新标杆。

引进多样化果蔬，丰富市民“菜篮子”

发挥区位资源优势，打造农贸升级新标杆

这是近日无人机拍摄
的京津冀大数据创新应用
中心。

位于河北省廊坊市经
济技术开发区的京津冀大
数据创新应用中心是河北
省第一家大数据产业建筑
综合体，总占地面积 10.6
万平方米，包含体验中心、
研发中心、双创中心、应用
中心、感知体验中心5大核
心功能区。

新华社记者
王 晓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