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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郝东伟）农产品稳产
保供能力持续增强；农业科技创新稳步推
进；产业协作和融合发展水平大幅提升；农
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加速推进……记者近日
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推动京津冀现代农业
高质量发展，三地交出了一份亮眼的“十年
答卷”。

十年来，三地农业农村部门立足京津冀
资源禀赋、产业特色、环境关联、经济差异，不
断提升京津冀现代农业发展的总体水平，产
生了“一加一大于二、一加二大于三”的效果，
农业正成为有奔头的产业。

■ 着力服务首都的农产品供给

3 月 11 日，在固安县顺斋瓜菜种植专业
合作社，一筐筐新鲜蔬菜被送到加工车间。
清洗、消毒、切配、打包……经过多道规范工
序，带着泥土的蔬菜在这里变成一袋袋包装
精致的“鲜切净菜”。

作为北京“菜篮子”重要生产基地之一，
这家合作社每年供应北京市场精品蔬菜3万
吨以上，超过九成是经过加工的净菜。

种好河北“菜园子”，保障京津“菜篮
子”。瞄准高端化、多元化消费需求，以净菜
进京为抓手，京津冀三地共同建立健全农产
品流通体系、市场信息体系、农产品质量检测
和市场准入体系，实现了市场精准对接、供需
畅通稳定。

为确保北京市场“日常供得稳、应急有保
障”，三地共建130家环京周边蔬菜生产基地
和 6 个京津冀蔬菜直采直供中心，大力推动
基地规范化管理和标准化生产。持续提升农
产品品牌影响力和知名度，2023年开展净菜
进京“六进”（进市场、进超市、进社区、进饭
店、进食堂、进餐桌）活动，覆盖北京所有主
城区。

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河北始
终坚持将保障首都农产品供应和积极承接
农业疏解项目作为首要任务，与京津合力推
动资源、政策、力量聚焦，既补齐各自的短
板，又锻造共同的长板，加快优化农业产业
布局。

在提升产业化协作水平方面，三地协同
推进现代种业工程、科技研发推广等农业生
产发展项目，夯实粮食及重要农产品生产根
基。围绕京津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河北大力
发展粮油、蔬菜、果品、中药材、奶业、畜禽养
殖六大农业主导产业，推动实施奶业、中央
厨房、蔬菜、中药材、精品肉类五大千亿级
工程。

同时，河北抓住非首都功能疏解“牛鼻
子”，切实利用好首都辐射带动效应，坚持重点招商、上门招商，吸引中
国供销集团、中粮等涉农央企，依托特色产业园区，协同打造种植、饲
料、养殖、屠宰、深加工、物流仓储等全产业链条。

■ 着力活跃农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

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引擎，是新质生产力发
展的内生动力。

京津冀三地拥有数量众多的一流院校和高端研究人才，创新基础
扎实、实力雄厚。河北积极承接京津科技溢出效应，依托现代农业资源
优势，形成京津优势科技资源和要素向河北辐射扩散、科技成果在河北
孵化转化的新机制。

“三地协作构建开放、畅通、共享的科技资源平台，促进各种创新要
素在京津冀区域内优化配置，打通区域内农业科技创新资源快速流动
的便捷通道。”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科技创新平台共建共享方面，京津冀农业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
跨区域组建京津冀农业科技创新联盟等9个创新平台，联合发布创新
成果和科技需求。深化产学研合作，国家蔬菜改良中心在河北省设立
分中心，国家蔬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分别在饶阳县、肃宁县建立工作
站。推进三地农业技术协作，三地共同举办盐碱地综合利用技术成果
推介会、京津冀露地蔬菜产业创新大会等系列活动，向社会推介发布农
业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

河北日报讯（记者郝东伟）
3 月 12日至 13日，河北省植保植
检总站邀请北京市植物保护站、
天津市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在安新
县召开 2024 年京津冀农作物病
虫害发生趋势会商会。结合农业
生态条件、气候因子、作物布局、
品种抗性、历年病虫害资料等综
合分析，预计2024年京津冀农作
物主要病虫害总体呈偏重发生
态势。

专家预测，2024 年小麦病虫
害总体偏重发生，麦田杂草发生
密度较往年偏大。其中，小麦蚜
虫穗期偏重至大发生，小麦赤霉
病南部偏重流行风险较高。小麦
白粉病、茎基腐病、麦蜘蛛总体中
等发生，中南部局部地块偏重发
生。小麦纹枯病、根腐病中等发
生，小麦条锈病在邯郸、邢台中等
流行风险高。

玉米病虫害总体中等发生，
局部偏重发生。其中，草地贪
夜蛾将于 6 至 7 月迁入我省，主
要发生在夏玉米田，发生范围
是秦皇岛以南地区。玉米螟前
期总体偏轻发生，穗期偏重发
生 。 棉 铃 虫 前 期 总 体 中 等 发
生，穗期偏重发生，近年呈回升
趋势。

病虫害防治事关粮食稳产
增产，也是实现稳产保丰收的
关键。如何实现“虫口夺粮”，

最大限度降低危害，减少损失，
保障粮食安全？专家支招，做
好农作物病虫害防治要做到三
个“早”，即早发现、早预警、早
处置。

“植保技术人员要亲临一
线，深入田间地头查病找虫，认
真细致地搞好病虫害调查，做到
早发现、精甄别，为科学研判病
虫害发生趋势提供一手资料。”
河北省植保植检总站站长赵少
波表示，各地要充分利用好历年
监测数据，认真总结分析病虫害
发生规律，并密切结合当地当年
农作物种植结构、品种结构、土
壤类型、气象条件、管理水平等
多方因素，进行对比分析和科学
评判，形成本地病虫害发生趋势
预警信息。今年要重点加强对
小麦条锈病、玉米南方锈病、草
地贪夜蛾等具有流行性、迁飞性
病虫害的关注，并做好监测调查
和分析研判。

同时，市域之间、县域之间以
及省市县三级，要建立健全植保
信息互联互通渠道，实现病虫害
预测预报信息共享，真正形成联
防联控机制，特别是对传播速度
快、危害程度高的重大病虫害，一
经发现迅速行动，发现一点防治
一片，发现一片防治一面，力争做
到防早防小，严防扩散蔓延，着力
提高防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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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一笔绿色发展账！
——从税收大数据看京津冀协同推进绿色发展

河北日报记者 宋 平 通讯员 杨 诗

京津冀农作物主要病虫害今年将

呈偏重发生态势

“虫口夺粮”有妙招

绿色税制是实现生态环境保护、资源
节约集约利用及推动绿色生产和消费的一
种税收制度。近年来，我国以环境保护税
为代表的绿色税种相继以法律形式发布实
施，通过发挥税收的激励和约束作用，推动
发展方式绿色转型。

近日，我省税务部门联合北京、天津税
务部门利用2018年以来的税收大数据，对
区域绿色协同发展情况进行了分析。分析
结果显示，京津冀三地充分发挥“多税共
治”效应，推动生态环境明显改善，转型升
级跑出“加速度”，以税治污效应持续显现，
绿色协同发展成效显著。

从“被动减排”转向“主动治污”
——2022 年三地应税大气污染

物、应税水污染物排放当量数较 2018
年锐减31.6%

氮氧化物排放浓度从 100 毫克/立方
米下降到 50 毫克/立方米以下，这是河北
金隅鼎鑫水泥有限公司 2023 年收获的环
保成绩。也是在2023年，该公司享受到了
环境保护税减免94.82万元。

河北金隅鼎鑫水泥有限公司是河北
省重点行业环保绩效 A 级企业。公司能
源环保部主管陈计刚介绍，在重点行业
环保绩效创 A 和绿色税收的双重激励
下，2022 年，该公司投资约 3000 万元完成
了烟气 SCR（选择性催化还原）脱硝超低
排放技改，通过 SCR 脱硝技术将氮氧化
物 转 化 为 无 害 的 氮 气 和 水 ，没 有 二 次
污染。

“多排多缴、少排少缴、不排不缴”，环
境保护税的正向激励让治污企业尝到了科
学治污的甜头。2018年 1月 1日我国开征
环境保护税，倒逼企业由“被动减排”向“主
动治污”转变，尽可能节约缴税支出，推动
形成“减税—增加流动资金—加大技术改

造投入—再减税”的良性循环。
税收大数据显示，2018 年至 2022 年，

京津冀三地持续落实好税费优惠政策，对
排放浓度低于标准规定比例的纳税人减
免环境保护税，税收的绿色调节作用凸
显。2022年三地应税大气污染物、应税水
污染物排放当量数较 2018 年锐减 31.6%，
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三地税收
污染强度由 2018 年的 0.79 下降至 2022 年
的 0.58，在获得同等财力的情况下，京津
冀的环境代价持续下降，税收“含绿量”不
断提升。

绿色税收红利激励企业治污减排。
省税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河北省纳入环
境保护税税源管理的工业企业环保税有
税 面 由 2022 年 的 34.2% 降 至 2023 年 的
33%，工业企业污染排放进一步减少。从
税收减免情况看，2023 年，全省达到减排
标准享受环境保护税税收优惠的工业企
业户数增长 16%，减免税额增长 15.6%，在
征 免 政 策 双 向 用 力 下 ，企 业 减 排 效 果
明显。

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2022年三地高碳高耗能行业

每亿元收入煤炭消耗量比 2020 年
下降25.7%

作为我国绿色税制的重要组成，资源
税涉及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
水气矿产和盐五大类税目。我国资源税法
于2020年9月1日起施行。

京津冀税务部门分析发现，在资源税
的引导下，三地制造业能源消耗增速逐年
放缓。2023年上半年，三地制造业终端化
石能源采购金额同比下降 10%，化石能源
依赖程度进一步降低。特别是京津冀高碳
高耗能行业每亿元收入煤炭消耗量大幅下
降，2022年比2020年下降25.7%。

就河北省而言，增值税申报和发票数
据显示，2023 年，全省工业企业万元销售
收入能耗下降6.1%。其中，制造业万元销
售收入能耗降幅最大，同比下降 8.2%，企
业能耗进一步降低。

化石能源消耗放缓的同时，绿电增长
显著。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2022 年，三
地清洁能源发电行业销售收入较 2018 年
年均增长 29.3%。其中，风力发电增长迅
猛，年均增长45.7%。2023年，河北省清洁
能源发电行业销售收入首次突破 500 亿
元，达 546.9 亿元，同比增长 12.6%，能源

“含绿量”愈发明显。
提高绿色发展质量，不仅要见绿见美，

还要为各类经营主体增添动力，让企业绿
色转型发展更有活力。

沧州盐业集团长芦黄骅盐业有限公
司是一家以生产海盐为主的中型国有企
业。2021年、2022年，受自然灾害影响，该
公司生产情况欠佳。黄骅市税务局绿色
税收政策辅导团队辅导企业两年共享受
资源税减免 530 余万元，有效减轻了企业
税收负担。

放眼三地，约束与激励“双向驱动”的
税收机制带来的可喜变化不止于此。

从水资源税申报情况看，2022年京津
冀地下水取水量较 2018 年下降 27.4%，三
地的工业用水总量下降幅度均在 15%以
上，节水压采效果良好，用水结构日趋合
理。以海水淡化水、污水处理再生水为主
的其他非常规水源使用量逐年增加，水资
源向集约节约利用方向迈进。

生产生活向“绿”而行
——2022年三地以新能源为代表

的绿色新兴产业、环保服务业区域内
销售额较2018年年均增长23.6%

按照 2023 年 6 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关于延续和优
化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减免政策的公
告》，对购置日期在2024年1月1日至2025
年 12月 31日期间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
购置税，对购置日期在 2026 年 1 月 1 日至
2027年 12月 31日期间的新能源汽车减半
征收车辆购置税。

新能源汽车是全球汽车产业转型升
级、绿色发展的重要方向。为助力新能源
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我国逐步健全税收
政 策 支 持 体 系 ，大 力 度 优 惠 效 果 持 续
显现。

税收大数据显示，2022 年，京津冀三
地新能源汽车购置数量较 2018年增长 3.2
倍，年均增长 26.4%。当年新购新能源车
占当年全部新购车辆的比重由 2018 年的
5.2%大幅增长至 2022 年的 20.8%，5 年累
计为新能源车纳税人减免车辆购置税
212 亿元，绿色出行理念在区域内不断
深化。

以河北省为例，2023 年，全省新能源
汽车产量达到 12.6万辆，占全省汽车产量
的 15%。从上下游产业链看，上游锂电池
制造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3.6%，高
于工业企业销售收入整体增速30.4个百分
点；下游配套设施加快建设，新能源汽车充
电桩等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企业销售收
入同比增长 13.1%，高于工业企业销售收
入整体增速 9.9 个百分点，产业链稳步扩
容，为新能源车生产能力持续提升提供了
有力保障。

省税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三地的
绿色经贸联系也在持续深化。2022 年三
地以新能源为代表的绿色新兴产业、环
保服务业区域内销售额较 2018 年年均增
长 23.6%，区域内销售额占全国范围销
售额的比重提高了 4.5 个百分点，京津
冀区域内产业链上下游的绿色经济联系
更 加 紧 密 ， 区 域 一 体 化 程 度 进 一 步
提高。

在设施大棚里，一边养鱼一边种菜，
你见过吗？

3月14日，记者来到定兴县高里镇长
安城村的良丰晓月“鱼菜共生”养殖基
地。现代化的设施大棚里，成群的鲈鱼正
在鱼池里嬉戏，绿油油的生菜长势正旺。

水产养殖与蔬菜种植通过现代农业
技术的应用，在这里实现协同共生。北京
科研团队的助力，更是让良丰晓月走出了
一条绿色农业创新发展的新路径。

水产养殖与蔬菜种植实现
“混搭”

走进良丰晓月的鱼舱棚，记者的眼镜
顿时被潮湿的雾气蒙上了。摘掉眼镜，记
者仔细看了看设备上的温度计，指针指向
25摄氏度。

大棚里，12个直径 5.2米的大“圆桶”
整齐排列，一直延伸到大棚尽头。“圆桶”
里注满了水，依稀能看到鱼儿在里面游
动。水面上没有任何驱动装置，池里的水
却始终朝着一个方向流动。

“这是我们自主研发的旋涡式鱼池。”
河北良丰晓月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
梁卓说，鱼池底部按一定角度设计成了锥
形，在物理作用下，水流就会沿着一个方
向流动，这样刺激鱼游动起来，养出来的
鱼肉质更紧实，口感自然更好。

在另一个智能温室里，良丰晓月仿照
河道结构，建起了跑道式循环养殖池。

这里，水泵嗡嗡作响，增氧机不停
“吹”出气泡。环形的水池犹如鱼儿运动
的“跑道”。6 万尾鱼苗仿佛受到同一方
向的推力，自由自在地在“跑道”上撒着
欢儿。

“ 我 们 养 的 鲈 鱼 可 都 是‘ 运 动 健
将’。”梁卓说，不同于静水池塘养鱼，在
全天候循环流动的水环境中，鱼始终保
持“激流勇进”的游动状态。这样一套仿
自然生态而胜于自然生态的人工系统，
也是为了让鲈鱼天天“健身”，吃起来没
有土腥味儿。

一边是温度恒定的鱼池，一边是无土
栽培的蔬菜。

温室大棚内，一块块特制的白色泡沫
板上种满了各类蔬菜，颜色青翠、长势喜
人，白色泡沫板下不是泥土，而是清澈的
水。水的来源，就是旁边的养鱼池。

原来，鱼池里的水通过水循环系统排
出废水，其中鲈鱼的排泄物和鱼饲料残渣
经微生物分解，释放出养分，变成自带有

机肥的“营养液”供给蔬菜；蔬菜将养分吸
收完毕后，净化后的水再次回到鱼池中，
从而形成了“鱼肥水―菜净水―水养鱼”
的生态循环系统。

“通俗地说，就是养鱼不换水，种菜不
施肥。鲈鱼在拿生命充当我们的质检员，
这是真正的有机菜。”梁卓说，采用“鱼菜
共生”的种养模式，相对于其他工厂化养
殖企业，能源节省率达 50%，尾水利用率
高达90%。

博士农场引来北京“最强大脑”

养殖基地门口，挂着“保定市博士农
场”的牌子。梁卓说：“能成为博士农场，
是因为有多位博士在给我们当智囊。”

近年来，借京津冀协同发展之势，良
丰晓月不断加强与北京农学院、河北大
学等高校专家团队的合作，持续加大科
研投入力度，助推高校科研成果在企业
转化。

目前，北京农学院生物技术学院院
长、农业农村部都市农业北方重点开放实
验室常务副主任师光禄教授，正在这里进
行现代农业产业化研究。河北大学教授
康明领衔的 5 名博士专家的微藻生物技
术成果，也从实验室陆续转化到这里的示
范田，助力良丰晓月打造“一水两用、一棚
多收”的智慧农业新样板。

截至目前，良丰晓月已申报8项专利
技术，其中4项专利技术获得国家知识产

权局授权。
记者见到肖海峰时，他正在一张大圆

桌旁，仔细端详桌上一个个插着鲜切花、
里面培育着微藻的玻璃杯。今年2月，肖
海峰从北京耕天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被
派驻到良丰晓月养殖基地，担任这里的微
藻技术研发与应用项目负责人。

北京耕天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良
丰晓月2019年在北京成立的一家科技公
司。梁卓说，之所以在北京注册成立这样
一家公司，就是为了更好地从北京引进高
端人才。

科 技 研 发 在 北 京 ，销 售 市 场 也 在
北京。

3月 15日早上 6时，良丰晓月的净鱼
宰杀车间里，工人们已经忙活起来。剥
鳞、去腮、去内脏，刚出水的鲈鱼经过一系
列操作，被送到流水线上进行真空包装，
再有 2 个小时 ，就能送到北京消费者
手中。

“我们既卖活鱼，也卖宰杀好后锁鲜

的产品，按不同规格分拣后供应市场，从
鱼出水到端上北京市民的餐桌，绝不超过
12小时。”梁卓说。

如今，良丰晓月已实现全年天天有
鱼出塘，年产鲈鱼1000吨，主要供给京津
高端市场。目前，他们已经与北京十多
家社区团购的“团长”建立了合作，覆盖
北京近 200 个生活小区。同时还直供北
京的四季民福、民福居、北平楼等餐饮
企业。

去年，良丰晓月的这条“鱼”又游到了
天津。天津国本海洋科技有限公司与良
丰晓月合作，在天津北辰区建设了占地
3000多平方米的智能化节能鱼舱。

“未来，我们除了养鱼、种菜之外，还
要做农产品的深加工，定期组织科普教
育、休闲采摘，把一二三产全部带动起
来，吸引京津游客来定兴，再逐步带动村
里农家乐、民宿的发展和土产品的销
售。”说起“鱼菜共生”的发展前景，梁卓
信心满满。

◀良丰晓月养殖
基地的智能温室里，
各类蔬菜长势喜人。
培育蔬菜的水，就来自
旁边的养鱼池。图为
3 月 14 日，良丰晓月
负责人梁卓（左）正在
和 同 事 查 看 蔬 菜 的
生长情况。

河北日报记者
李 巍摄

▶3 月 14 日，
良丰晓月负责人
梁卓（左）正在和
同事查看鲈鱼的
生长情况。

河北日报记者
李 巍摄

北京科研团队助力这家养殖基地实现创新发展

“鱼菜共生”背后的京冀协同
河北日报记者 李 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