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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林单丹

秋风起，津沽大地上丰饶的农田
里满是金灿灿的稻谷。水稻育种专
家于福安踱步在一垄不足 100 米 长
的田埂上，这里凝结了百年小站稻的
发展。

“我跨出的这一步，就跨了 50 余
年品种变化，我们已经从自然避害品
种发展到适合都市农业机械化的品
种。”这片位于天津市优质农产品开发
示范中心里的“历史小站稻种子溯源
展示圃”，就是于福安和团队用小站稻
的发展成就，献给党的二十大最好的
礼物。

种子是农业发展的“芯片”，更是
天津都市农业“拔节”发展的核心力
量。仅小站稻就在百年间，数次品种
升级迭代。这个面积不足 1 亩的圃
里，种植了 3 个 150 年前的小站稻品

种、2 个新中国成立前后品种、3 个改
革开放后品种和 4 个 21 世纪以来品
种。百年前的小站稻还是安徽“大白
芒”品种，高度达 1.8 米以上，走在其
中，稻穗虽长，但稻芒刺臂。“百年前
的小站稻茎秆高、不抗倒伏、抗病能力
和产量都有所不足。而我脚下的‘津
原 U99’则聚集了现代农业的优势，凝
聚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天津农业发展成
果。”今年，天津将市级科学技术进步
特等奖授予于福安团队的《半弯曲重
穗大粒理想株型创制及小站稻新品种
选育应用》。近十年来，这款特等奖科
技应用已成功转化育成新品种 16 个，
其中不少品种已成为京津冀地区面积
最大的主栽品种。

“很多人让我再干点儿别的，可
我就觉得种粮食最踏实。”天津市种
粮大户董文森，道出不少津门合作社
成员的心声。董文森所在的宁河是

小站稻主产区。今年，天津市农业农
村委还以高产稳产技术体系示范为核
心，在这里聚力 20 个千亩方、5 个万亩
片和 3 个百亩指挥田，集中打造了一
批点面结合的绿色高质高效行动典
型样板。

饱满的粒粒稻谷，诠释着丰收。
近期，天津 100 万亩小站稻喜迎丰收，
在中国农民丰收节天津主会场的津南
区小站镇会馆村里，人们纷纷走进田
间，观水稻丰收捕丰美稻蟹，欢声笑语
不断。

天津市农业农村委负责人介绍，
天津通过实施设施农业提升、建设放
心菜基地等一系列惠农政策，蔬菜产
业规模化、信息化、设施化、标准化水
平不断提升，“一环两翼三区”的设施
农业产业发展新格局初步形成，蔬菜、
肉类、禽蛋、牛奶等“菜篮子”自给率
在北方大城市中保持前列。

天津：稻花香里迎丰年

新华社北京9月19日电 9 月 19 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七届中国-亚欧博
览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亚欧大陆充满发展活
力和潜力，是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重点区域。近年来，中国新疆充分发挥
区位优势，积极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

心区建设，促进中国和亚欧地区国家互
联互通、互利合作、共同发展，取得积极
成效。

习近平强调，中国愿同各国一道，以
中国-亚欧博览会为平台，弘扬和平合
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
路精神，坚持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不

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
平，促进共同发展繁荣。

第七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当日在新
疆乌鲁木齐开幕，主题为“共商、共建、共
享、合作向未来”，由商务部、外交部、中
国贸促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
等共同主办。

习近平向第七届中国-亚欧博览会致贺信

新华社北京9月19日电 9 月 19 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
稳定国际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
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
重 要 保 障 ，符 合 世 界 各 国 人 民 共 同 利
益。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
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

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
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
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中国愿同各国一道，把
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
共同构筑安全稳定、畅通高效、开放包
容、互利共赢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为促进全球经济循环、助力世界经济增

长、增进各国人民福祉作出贡献。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稳定国际论坛

当日在浙江省杭州市开幕，主题为“同舟
共济，共克时艰，务实推动构建富有韧性
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由工业和信息化
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国务
院发展研究中心、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
举办。

习近平向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稳定国际论坛致贺信

新华社北京9月19日电 9 月 19 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多哥总统福雷互致贺
电，庆祝两国建交 50 周年。

习近平指出，中多传统友谊深厚。建
交半个世纪以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
幻，双方始终真诚友好，在涉及彼此核心
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务
实合作成果丰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
在福祉。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两国人民守

望相助、共克时艰，谱写了中多友谊新篇
章。我高度重视中多关系发展，愿同福雷
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 50 周年为契
机，巩固政治互信，在共建“一带一路”和
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深化各领域合作，推
动中多关系迈上新台阶，为构建更加紧密
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福雷表示，多中建交 50 年来，两国伙
伴关系坚定稳固、富有成效。在两国领

导人共同关心和推动下，两国关系不断
发展壮大，硕果累累，惠及两国民众。中
国始终是多哥探索全面、可持续发展道
路上的关键战略伙伴。我们赞赏中国一
如既往坚定同非洲国家站在一起，致力
于强化中非伙伴关系，实现共同繁荣。
多哥毫不动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我愿
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努力，推动多中友好
合作关系不断加强。

习近平同多哥总统福雷就中多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郝凌峰

黄海之滨，胶东明珠，山东青岛既是活力
开放的现代化大城市，也是三农底蕴深厚的
农业重市，肩负着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先
行区的光荣使命。近年来，青岛立足区位优
势和资源禀赋，加强政策引领，加大财政支
持，强化科技支撑，重视项目引领，全力构建
现代化乡村产业体系，农业项目“金花”遍开，
朵朵成色十足；农业产业高质高效融合发展，
乡村振兴引擎强劲。

来自青岛市农业农村局一组数据：2022
年青岛农业产业大项目“火力全开”，在农业
农村领域计划投资过亿元重点项目 48 个，计
划总投资 568.98 亿元，上半年项目已开工 44
个，开工率为 91.67%。围绕农业链条现代化
建设，青岛聚焦全链条招商，聚力打造农副食
品加工业、畜牧业 2 条千亿级产业链，粮油、奶
业、生猪等 8 条百亿级产业链，茶叶、蓝莓、葡
萄、胡萝卜等 15 条十亿级特色产业链。青岛
在农业产业赛道开启加速跑，为乡村产业发
展豪掷大手笔，谋划大动作，以强产业催动强
振兴。

亿级产业链动美好生活

农田里的一颗马铃薯，经历层层工序，最
终成为一盘精美的预制菜成品，摆上千家万
户的餐桌。这颗马铃薯从田园到餐桌的“浪
漫变身之旅”，历经的是上亿产业链的“洗
礼”，串起的是百姓的美好生活。

“我们的项目现阶段 5 个建筑主体结构已
经完成封顶，计划 10 月份开展设备安装调试，
12 月份调试完成并投入试生产。”在平度市凤
台街道，占地 136 亩的胶东半岛全食材产业链
项目正在加紧建设中，项目负责人李永涛向
记者介绍，目前 400 余名工人正在进行内部装
修及生产设备、机电安装施工等相关工作，一
切推进顺利。该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北方最
大预制菜生产基地，每年预计消耗平度当地
生产农产品的 10%，为胶东半岛地区提供每
天 30 万人次的营养配餐服务，实现“订单种
植-深加工-销售”从田园到餐桌的全产业链
服务，预计实现年销售额 20 亿元，其产业带动
能力将辐射整个胶东半岛。

这边胶东半岛全食材产业链项目如火
如荼推进，那边凯盛浩丰智慧农业产业园的

全智能集成自动包装线也正加速产出。“我
们研发的全智能集成自动包装线装备和工
艺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产品运行精准度大
大提高，产出的番茄块、番茄蛋花汤等深加
工产品已批量生产供应市场。”莱西市凯盛
浩丰智慧农业产业园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公司创立的“绿行者”蔬果品牌通过天猫、京
东、拼多多等电商平台销往全国各地，长期
占据各大电商平台番茄类目第一名，好评率
99.9%，也是盒马鲜生、叮咚买菜、淘菜菜等新
零售渠道的主要蔬果品牌，同时，公司对俄
罗斯、日韩及东南亚出口业务也全面展开。

目前，该项目总投资 31.9 亿元，已经纵向
打通了种业、种植、生产加工、销售服务全产
业链条。从地头到餐桌，富裕的是农民的“钱
袋子”，便捷的是百姓的好日子。

产业集群带动共同富裕

时近中午，青岛德龙种子有限公司负责人
曹修竹还在地头仔细查看新品种辣椒的长势。
近些年，借势青岛国际种都核心区产业集聚效
应，曹修竹的种子公司也渐渐走上了“快车
道”。公司位于移风店镇徐家沟村，整个移风店
镇从上游种子研发到下游销售企业链条完整，
优势互补，协同发展。“政府对咱核心区企业的
服务支持都很给力，为我们企业发展提供了一
个很好的大环境。”地头上，曹修竹抓起一把红
彤彤的辣椒给记者看，“这是我们自主研发的

‘金丰 108’，色价高、产量高、抗病性强，比韩国
的种子品质高多了！”曹修竹告诉记者，他们公
司今年辣椒种植面积约有 30 万亩，每亩能帮助
农户增收约500元-1000元。

一粒种子，唤醒一座小镇。青岛国际种
都核心区产业集群融合发展，成为移风店镇
向现代化农业乡镇转型的强劲动力。走进移
风店，瑞克斯旺、鑫诚农业等龙头企业在此集
聚，带动产业提质升级；青岛硕丰源种业、青
岛德龙种子有限公司等本土企业不断涌现，
延伸产业链条拓宽百姓增收渠道；地平线、佳
蔬等示范社发展壮大，强势带动村集体收入
连年增长……如今，移风店镇聚焦蔬菜花卉
种子产业全链条精准招引，累计引进现代种业
项目 26 个，涉及 500 余个蔬菜、花卉品种的研
发和培育，目前，核心区已经构建起了一套从
研发、育苗、种植到推广、销售的种业集群发展
模式。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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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澎 梁嘉伟）中秋过后的洞庭湖腹地，
一架正在喷洒农药的无人机从青绿的稻
田上空一掠而过，惊起了几只水鸟。湖
南省益阳市南县中鱼口镇艳洲高标准农
田建设示范工程项目区正在进行无人机
航化作业。

7 月中旬插秧的晚稻正值抽穗期，
壮实的禾苗铺出了一片“绿海”。看上
去，前期的高温干旱对项目区水稻生产
并未产生明显影响。“今年以来，全市通

过农田建设，有效提升耕地产能，增强
农业防灾减灾能力，全市秋粮面积稳中
有增，产能持续巩固。”益阳市农业农村
局局长陈孟球表示，益阳市及时采取应
对措施，再加上农田水利基础扎实，高
标准农田建设有力，粮食丰收在望。

据了解，艳洲高标准农田建设示范
工程项目区涉及艳洲村等 4 个村，建设
面积1.2万亩，总投资4200万元，亩投资
标准 3500 元。“主要建设内容是田块整
治，新建2个泵站，衬砌渠道19.48公里，

排渠清淤疏汛 4.3 公里，修整田间道路
15.95 公里。”艳洲高标准农田建设示范
工程项目负责人段政斌告诉记者，通过
田块整治，将旱地、洼地改造成了良田，
将原来不规则的小田块改成了每块面积
约15亩的标准田块，再加上田间道路建
设和改造升级以及旱能灌、涝能排的渠
系网络，确保了艳洲村整体流转的3000
亩土地，可以顺利推广高效高质双季稻
种植示范，早稻平均亩产500公斤，晚稻
550公斤。 （下转第二版）

湖南益阳：旱涝保收靠良田 稻虾模式促增收

中办印发《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 （全文见中国农网）

导读

今年以来，云南省红河州红河县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粮食生产，及时落实惠农补贴政策，全面做好农资供应保障，扎实开展粮食作
物服务指导，迎来了又一个丰收年。据了解，今年红河县种植水稻13.09万亩，预计总产量可达6.55万吨。截至9月中旬，全县水稻已收
获七成以上，月底可基本完成收割任务。图为红河县撒玛坝梯田丰收景象。 张智泽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郜晋亮 摄

红河梯田喜迎丰收红河梯田喜迎丰收

草垛作椅，花亭为台，麦穗做成手捧
花，自行车用作婚车……近期，河北省石家
庄市无极县彭家庄村一对“90后”新人的麦
田婚礼引发关注，受到网友点赞。

没有奢华的水晶灯，没有锦簇的花团，
就地取材、具有乡村特色的婚礼，凸显了乡
土田园的亲切感和仪式感。近年来，随着

年轻人婚俗观念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创意
婚礼出现在乡村。田园范儿、个性化，既时
尚体面又经济环保，让我们看到了农村婚
礼的另一种可能性。这些创意婚礼对推动
移风易俗、形成文明乡风很有意义。

改变旧俗陋习，破旧更要立新。移风
易俗不仅要告诉村民不该做什么，还要加

强正向引导，告诉村民可以怎样做。笔者
在走访中发现，在有好的案例可供参考的
地区，移风易俗工作往往推进更为顺利，村
民的接受度、认可度和积极性也更高。由
此看来，类似麦田创意婚礼的好做法，还可
以更多些。

（投稿邮箱：nmrbweiping@163.com）

乡村创意婚礼可以更多些
崔现芳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伟林）眼下是黑龙江北大荒人最忙碌
的时节，各个农场传来水稻、大豆丰产的
喜报。

九三分公司鹤山农场有限公司第一
管理区2700多亩的大豆已进入成熟期，
预计亩产超400斤，单产和总产有望突破
历史纪录。农场有限公司第一管理区主
任胡翔宇说：“在提升大豆产量和品质上，
我们引进了先进的电控播种机，提高播种
质量。应用测土配方施肥、防病促早熟
等高产技术，加强对大田的管理力度。”

绿色优质的“九三大豆”是豆制品
加工企业的首选，鹤山农场按照市场需

求，为豆制品加工企业打造专供种植基
地。鹤山农场粮贸公司经理王先锋说：

“年初就与大型加工企业签好购销合
同，对收获回来的大豆进行分级精选，
采取‘公司+基地+企业’的模式，实现产
加销一体化发展。”

建三江分公司红卫农场有限公司智
慧农业先行示范区水稻已经进入黄熟
期，籽粒饱满。农场工作人员对水稻进
行秋收前的最后一次测产，农场农业发
展部工作人员杨雨涵说：“理论产量大约
在每亩1400斤左右，丰产已成定局。”

红卫农场今年从选优种到标准化
格田改造，从应用无人驾驶提高插秧标

准到采用宽窄行插秧法，再到增加平方
米穴数及有效穗数等，预计每亩地增产
30 斤以上。红卫农场智慧农业先行示
范区副主任于海明说：“在本田管理阶
段，也不断投入新科技新力量。比如通
过卫星遥感技术对水稻的长势进行分
析，来指导我们更加科学地变量施肥。”

北安分公司尾山农场有限公司的
有机高粱长势喜人。今年，尾山农场通
过“保底+点价”的方式，确保种植户收
益最大化。种植户赵岩说：“今年我种
植了 1500 亩有机高粱，每亩地产量在
800斤左右，收获后直接卖给酒厂，预计
能挣50万元左右。”

北大荒：水稻大豆丰产成定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