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3日上午，静海区在天津市政
府新闻发布厅召开“培育特色产业
集群 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主题
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加速特色产业
聚集发展的具体举措。

点引育龙头和“链主”企业

静海区积极引进和培育关联性
大、带动性强的龙头企业，培育一批
产业链生态带动作用明显、核心竞
争力较强的领军和“链主”企业，促
进共链中小企业集聚发展。大力培
育优质企业，按照创新型-专精特
新-小巨人-单项冠军-领航企业培
育路线图，全力抓好优质企业梯次
培育，在同链上培育更多的“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小巨人”“单项冠军”
和“领航企业”，做大做强主导产业。

线着力打造全产业链

围绕“2+3+3”现代工业产业体
系，以链集群、以群固链，静海区着
力建链补链强链,培育壮大高端装
备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 3 条“新
链”，拉伸补齐节能环保、新能源和
新能源汽车 2 条“短链”，优化提升
装备制造、金属加工及制品、特色食
品3条优势传统产业“强链”。推动
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提升产业链供
应链现代化水平，向创新链价值链
高端延伸。

聚焦智能化赋能实体经济，构
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实施
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赋能实
体经济，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
造业深度融合，促进数字经济和实
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企业管理提
升、降本增效、质量稳定，发展安全。

面推进产业集群发展

在现有产业基础上，静海区优
化产业布局，推进园区基础设施优
化提升，促进产业集聚发展。加大
国家级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培
育力度，在现有国家级新型工业化
产业示范基地——“资源综合利用
天津子牙循环经济产业区”的基础
上，积极创建更多新型工业化产业
示范基地。加强以企业为主体、市
场为导向、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
术创新体系建设，积极创建企业技
术中心、工业设计中心、检验检测中
心等生产性服务平台，不断提高企
业自主创新能力，努力增强企业核
心竞争力，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
化、绿色化、融合化、集群化发展。

静海区在培育特色产业集群、
引进培育优质项目方面，以“贴心
式”“预见式”服务助力区域满意度
再提升的创新思路，主要侧重五方
面工作，即实施全生命周期服务、实
施创新审批服务、实施精简流程服
务、实施领帮办服务、实施“三级包
联”服务。 新报记者张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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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果堆珠玉科技创新域
静海区

“点线面”赋能
提速特色产业

一村一品
葡萄园里的新希望

每年清明前后，东丽区胡张庄
的农户们便开始忙活地里的葡萄
苗。“这苗该出土上架了，再给一遍
明水，很快就能发芽。”胡张庄村的
村民曹先云介绍。

胡张庄是传统农业特色村，农
业发展势头良好，年人均可支配收
入近3万元，位于全区村庄前列，单
是葡萄园就有近 2000 亩，年产值
500余万元，出产的玫瑰香葡萄远近
闻名，已经获得了国家绿色食品及
全国“一村一品”认证。“我们现在有
统一的商标和包装，除了把葡萄种
好，我们在品牌打造上也下了一番
功夫，让我们的葡萄品牌化。”胡张
庄村委会副书记林浩说道，目前村
里还有种植冷棚41个，计划再多增
加些冷棚数量。“冷棚内生产的葡萄
不仅品质好、无污染，还能让葡萄提
前进入市场，提高百姓收入。”

目前，大部分农户还是以种植
玫瑰香这一品种为主，近几年有七
八户农户开始种植阳光玫瑰，曹先
云就是那个敢干敢试的第一人。“我
家只有一个 3 亩的冷棚，建好棚之
后，一个育苗的朋友看到我的棚就
向我推荐了阳光玫瑰这个品种。当
时我也有点犹豫，一颗小苗20多块
钱，技术还不掌握，能行吗？”带着诸
多问号，曹先云种下了一亩多的新
品种。翻书找农委专家、直播间听
课、加种植户好友求助……曹先云
就这样一边种植一边学习。当年 8
月底，自己的大胆尝试得到了回报，

“我这批阳光玫瑰基本上是25元一
斤卖出去的，比普通玫瑰香品种价
格高了很多。”

初尝甜头后，村里人也有几家
跟着种植了新品种。“新品种带给农
户更多的致富希望，目前有不少种
植户愿意尝试更多新品种，尝试多
途径致富，我们都会尽最大努力争
取更多空间。”林浩介绍。

向大山要食物
甜梨做成支柱产业

去年喜获丰收的“佛见喜”梨，今
年在蓟州区罗庄子镇上白峪村又扩
大了种植规模，在原有2万多棵基础
上又种植了 2000 棵果树。外形圆
润、外皮红润，看似苹果的“佛见喜”，
却是地地道道的梨，吃起来香甜多
汁、肉质细嫩。2018年种植的“佛见
喜”，3年来已成为上白峪村的支柱产
业，老百姓的收入也在不断增加。

“之前的酸梨卖不上价钱，百姓
收入上不去，如今在原品种上做嫁
接，也让老品种焕发了新价值，能增
收不少。”罗庄子镇党委书记李鹏岳
介绍，“佛见喜”梨的畅销不仅让种
植户尝到了甜头，也让百姓的“果篮
子”丰富了起来。我们这里都是山
地，我们就向大山要食物，来更好地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元化的食物消
费需求，现在的百姓更加注重膳食
营养搭配，肉蛋奶、蔬菜、水果等非
主粮食物需求快速增长，我们也要
深刻把握食物消费需求新变化，努
力提供更加多样、更有营养、更加安
全的食物资源。

“目前全村种植‘佛见喜’农户已
达到100%。”上白峪村党支部书记郭
金兵介绍，为了保证“佛见喜”高品
质，给“佛见喜”施肥全部使用农家
肥，更不会使用灭草剂之类的农药。

种植注入科技
带村民一起致富

一颗颗蓝莓饱满多汁，酸甜可
口——如今西青区辛口镇有一片蓝
莓种植基地，凭借新思想、新技术

“种”出了新名堂。“85 后”的蓝莓种
植户吕欣告诉记者：“在本市，蓝莓
规模化种植并不多，我们种植先重
活，再重好，最后再重产。”

吕欣是辛口镇种蓝莓的“第一
人”。至于为什么选择种蓝莓，一方
面是附加值高，市场前景好；另一方
面就是科技感，让科技改变生活。
吕欣表示，“我们种植蓝莓有自己的
独特之处，种蓝莓用无土栽培技术，
在盆里放上调配好的营养基质，插
上脉冲式滴灌头，实现了精准灌溉、
精准施肥。”在辛口镇大沙沃村，吕
欣和丈夫经营的家庭农场，拥有 27
个现代化温室大棚。大棚里，整齐
摆放的盆栽蓝莓连排成片。脚下没
有泥、省水又省电、棚内的湿度和温
度可以在手机上实时监测，吕欣说
这就是她梦想中的农业，用科技让
祖祖辈辈的种地方式变了样。

去年5月，吕欣家的首批蓝莓小
范围投入市场便反响不错。“我们专
门种植蓝莓，没有采摘，目前供应本
市售卖，预计今年产量在 1 万斤左
右。我今年还想办个蓝莓种植培训
班，给有意愿加入的村民传授技术，
种好了也会收购村民的蓝莓，带着
更多人增收致富。”吕欣说。

新报记者安元赵秋艳张珊珊
摄影通讯员翟鑫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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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盘子

如今老百姓餐桌上的果盘子已经鲜少受到季节和地域等因素制约，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新鲜且

高品质的瓜果。科技元素快速且广泛地深入农业领域并将各项创新技术投入应用，是形成这些餐

桌利好的关键所在。在乡村振兴之路上，要用好创新这把金钥匙，新品种高品质的瓜果丰收，为百

姓带来的是美味，为农民带来的是富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