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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武清区通过整合优质资源，推进科技兴农战略，创新
农业发展新型业态，并在此基础上打造京津都市型农业产业带，
不断巩固发展现代都市型农业取得的丰硕成果，带动乡村振兴战
略落地实施。

科技引领产业振兴 武清区与农业部科教司、市农科院、农

学院等单位开展全方位合作，引进优良品种，推动一批农业科研转
化项目落地实施。“昽森”家庭农场是国家桃体系姜全教授在天津
的试验示范基地，全国最新的“鲜桃”树种可第一时间在武清落地，
该农场连带周边 6 个村共同发展了1000 余亩；黄庄永定河 5000
亩“金稻 919”示范基地，是与天津市农业科学院农作物研究所签订
的小站稻战略合作协议，从育苗，到病虫害防治、化肥农药的严控、
绿色食品认证，直至高端生产线加工，形成整链条技术合作，助推
全市小站稻振兴。

在南蔡村镇粜粮务村天民田园，大棚里长出了原本只有南方
才能生长的甘蔗林；梅厂镇的昽森家庭农场，已经成为国家桃体
系天津试验示范基地，聘请全国桃体系首席专家担任顾问，试验
示范国家桃技术产业体系新品种、新技术；在硕丰果园，在多家科
研院所的技术支持下，种植出多种优质葡萄品种；此外，学清公社
主打系列黑色农产品，又自主研发了紫薯黑芝麻代餐粉、黑花生
油等新品种；黑马合作社开发出“水培韭菜”；颐正源公司打造了
专业仿野生铁皮石斛种苗育苗基地……近年来，武清区大力支持
特色农业发展，在全区实现多点开花，推出了一批新品种新技术
的新型农业项目。

创新扮靓果蔬品牌 “小兔拔拔”水果萝卜是武清区培育

的“武清果蔬”区域品牌的第一个子品牌，是天津市农科院精心培
育的新品种，它外皮光滑、口感脆甜、翠绿多汁，产自国家级命名的

“一村一品”青萝卜专业村——大良镇田水铺村，种植总面积
15000 亩，年产量达一亿斤。通过品牌打造，既是蔬菜又是水果的
萝卜已成功进入北京盒马鲜生、京东、永旺等高端超市，2 根萝卜最
高时卖到 21.8 元，创下单店单日销售 786 盒的记录，带动地头每
公斤溢价 1.2 元，带动户均年增收突破 5 万元，每个种植户都通过
这个产业实现了买车、买楼的愿望；梅厂镇灰锅口村的金锅生态园
是全市最早、规模最大的温室葡萄生产园区，在天津农科院田淑芬
教授的亲自指导下，辐射带动周边 8 个村开展种植，种植户收益明
显增加；南蔡村镇粜粮务村天民田园实验推广“甘蔗套种西瓜”模
式，亩均效益可达 5 万元以上，该创新模式获得了天津农业科技创
新一等奖；黄花店镇甄营、包营村以芹菜-西红柿倒茬种植为主，天
津绿源益农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收购周边 2000 户农民种植的蔬
菜统一销售，农业产业真正形成了“龙头企业+ 合作社+基地+农
户”的发展模式。

经营主体协同发展 全区奶牛集约化饲养 3.51 万头，年产

鲜奶量 14.35 万吨；生猪年存栏 24.77 万头，年出栏 30.68 万头；蛋鸡年存栏
237.34 万只，年产蛋量 3.24 万吨。武清是“京津鲜奶源”重要生产区，蒙牛、娃哈哈
全国知名奶品企业均在我区投资建厂，与奶牛产业协同发展。

目前，全区已有各类农业经营主体 2000 余家，包括 2 家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12 家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9 家国家级合作社、75 家市级合作社、26
家市级示范家庭农场和 4 家市级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区委、区政府将持续推进现
代农业经营体系建设，构建各类型经营主体和农户优势互补、分工协作、互惠共赢
的格局，带动小农户全面进入产业化体系。

产销实现“无缝对接” 为进一步拓展销路和市场，自 2019 年起，区委、区

政府持续实施“津菜进京”战略，两年内 6 次组织区内农业经营主体与北京首农、物
美超市、京客隆、美菜网、团长联盟、永辉等近百家渠道商和采购商进行面对面对
接，真正实现生产和市场“无缝连接”，目前入驻北京市场、超市超过 400 家。

今后一个时期，武清区委、区政府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以都市型现代农业为方向，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为路径，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高质量发展为支撑，夯实农业基础地位，
努力探索服务京津两个大都市居民需求，提供鲜活果蔬产品，为全区加快实现农业
农村现代化积累经验，争当新发展阶段武清区乡村振兴的排头兵，为全面实现乡村
产业振兴打下坚实基础。

处于区位、交通、生态环境、土地条件等多重优势
的天津市武清区，始终以大力发展现代都市型农业作
为深入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点，在探索
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与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开创了以
精品果蔬、特色农副产品、农文旅游等为主导的现代
都市型农业发展格局，不断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
力，让“津沽粮仓”“京津鲜菜园”的美誉更加深入人
心，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谱写更加绚烂的篇章。

发挥优势 培育绿色品牌

武清地处京津之间，总面积 1574 平方公里，耕地
面积 127.1 万亩，下辖 5 个街道 24 个镇，总人口 120
万人。素有“ 京津走廊”“京津明珠”的美誉，是国家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重要核心区和桥头堡。
在实施乡村振兴的伟大战略中，武清区把发展优

质绿色果蔬品牌放在优先位置，加快推进现代都市型
农业建设步伐，

作为都市大郊区，武清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2017年 12月被农业农村部认定为首批国家农业可持
续发展试验示范区暨农业绿色发展试点先行区之
一。武清区拥有独具特色的“水、绿”自然环境，域内
11 条国家一、二级河道纵横交错，林木覆盖率达
37.7%，占地万亩以上的津北森林公园，是天津最重要
的森林生态保护区，加之武清区位于京津之间，是京
津发展轴和中部核心功能区的重要节点，更是京津冀
农业品牌协同发展中的重要一环。

粮食、蔬菜、奶牛是武清农业的三大优势主导产

业，规模、产量均占天津市三分之一左右。年粮食播
种面积 116万亩，产量 5.5亿公斤，是全国粮食生产先
进单位；蔬菜占地面积13.8万亩，产量12.9亿公斤；集
约化奶牛饲养 4.3万头，鲜奶年产量 23万吨，伊利、蒙
牛、哇哈哈等 10家大型奶业企业在武清落户，是华北
地区规模最大优质奶牛输出基地和全国奶业发展综
合实力20强之一。

武清区以全国第一批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
示范区建设为契机,推广绿色发展和资源循环利用,将
绿水青山、绿色产品融入品牌价值,探索发展更多的生
态循环农业发展模式,培育一批“原生态”绿色农产品
加入“武清果蔬”品牌。

近年来，武清区先后推出了田水铺青萝卜、东马
房豆制品、黑马水培蔬菜、学清公社黑色农产品等一
批“津农精品”。并成功打造“武清果蔬”区域公用品
牌，“小兔拔拔”水果萝卜、“小鹊登枝”水果番茄、“小
熊掰掰”水果玉米等多个特色品牌。梅厂镇还被农业
农村部认定为2020年农业产业强镇，河北屯镇肖赶庄
村等 10 个镇村被认定为“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

经过近几年艰苦努力，“小兔拔拔”水果萝卜、“小
熊掰掰”水果玉米、“小鹊登枝”水果番茄、“学清黑色
农产品”“益捷绿色猪肉”等 26 个“津农精品”品牌应
运而生，享誉京津。

高标定位 提升产业化水平

武清区种植中心积极推进设施化水平提升，形成
“一区两片三园四带”的设施农业发展格局。全区设
施棚室总面积达到 7.8万亩，占蔬菜基地面积的 56%。
目前，已建成北国之春、梅厂等一批规模较大的设施
农业生产基地。全区累计创建完成农村农业部设施
蔬菜标准园 6个，规范运行放心菜基地 50余个、镇级
监管机构 23个，蔬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水平得到显
著提升，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得到有效保障。

武清注重园区化水平提升，开展种植业结构调整工
作，立足区域资源优势和产业优势，将农业园区建设作为
贯穿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突破口，整体推进现代农
业产业园区发展。高起点、高标准建设了8个模化、机械
化、标准化和产业化程度较高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区，40
余个农业精品点位，北运河、武香路、崔大路、武宁路4条
农业特色产业带。同时，开展粮食生产功能区和基本保
障型菜田划定工作，重点提升全区46万亩小麦生产功能
区和12.5万亩基本保障型菜田建设水平。

武清区种植中心加快推进产业化水平提升，以农
业主导产品为载体，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扶持、典型示
范等途径，全面提升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功能和
市场竞争力。全区现有农民合作社2082家，家庭农场
150家，规模以上农业龙头企业43家，92%的农户已纳
入产业化经营体系。创建市级农业经营主体达86家，
国家级农业经营主体达16家。同时，他们注重品牌化
水平提升，重点扶持培育一批精品蔬菜等优质特色品
牌农产品，如“天民”“大美良田”“新农人”“绿春源”

“君健”等，占领高档农产品市场。培育有规模、有特
色、有影响的“一村一品”专业村，涉及青萝卜、甜瓜、
西瓜、芹菜等品种。全区种植业农产品生产基地“两
品一标”获证总面积达到22357亩，其中获得绿色食品
认证面积为22247亩、品种32个，获得有机食品认证面
积为 120 亩、品种 22 个；CAQS-GAP 获证企业 4 家。
11个农产品品牌被认定为天津市知名品牌。

深化产融 带动农文旅游

武清区紧紧围绕加快推进现代都市型农业发展，
持续探索农业产业发展新路径、新模式，构建服务大
都市、互补互促、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现代农业产
业结构。

该区以促进京津冀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升级
为目标，发挥比较优势，推进产业协同。按照稳粮保菜、
扩特强果、优牧精渔、加工提质、休闲增收的思路，优化
粮食、蔬菜、林果和畜禽产业布局，推进农业标准化、规
模化、产业化、绿色化发展。积极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
旅游，推进农业与旅游、教育、养老等产业深度融合。

以打造“武清果蔬”品牌为核心,以规模以上农业
经营主体为引领,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和休闲农
业、创意农业,壮大品牌农产品经营主体,在打造武清
农产品整体品牌形象的同时，实现“有品有牌，优质优
价”，让品牌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是武清区发展现
代都市型农业的核心意义所在。

在构建农产品产业链方面，武清区以农业资源、农
业产品、农业生产为基础，不断推进“互联网+”“旅游+”

“生态+”与农业农村发展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深度融
合，利用农村特有的资源禀赋，催生出创意农业、循环农
业、农产品电子商务等新产业新业态。现有各类休闲
农业点位200余个，建成北国之春、玫瑰庄园、津溪桃园
等市级以上休闲农业园区4个，形成田园野趣游、农家
休闲游、乡村采摘游等多条休闲农业精品游线路。

武清区在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上不断打造新亮点，
2020 年以人居环境整治示范村建设为契机，将打造文
旅产业融合发展与示范村建设同步规划、同步推动。
先后吸引社会资本5000 余万元，形成了一个文旅接待
中心、一个亲子主题游乐场所、一条美食街、三个主题
场馆和多点民宿的产业发展布局。

如今，全区已建成4 个中国美丽休闲乡村、4个天
津市休闲农业示范园区、20 个天津市休闲农业示范村
（点）、14 个天津市休闲农业示范经营户、1 个全国休
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和 1 个天津市最佳休闲农
庄。2020 年共接待游客150 万人次，旅游及农副产品
综合收入 5 亿元。武清区入选“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
旅游示范县”。（天津市武清区农业农村委员会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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