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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河区发挥种稻、种蟹、种鱼、种猪、种苗五大优势种业助力乡村振兴

强种业“骨干”守农业“芯片”

新农村关注

■ 本报记者 刘雅丽

通讯员 田雨宸 张宁

乡村走笔

张小霞：
有情有义的邻家大嫂

活跃在退役军人身边的“义工”

■ 本报记者 杜洋洋

通讯员 张晶晶

乡村人物

粮安天下，种子为基。
种业既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核心要素，也是

提升农业竞争力的核心变量，种业振兴是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党的二十大报告
强调，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强化农业科技
和装备支撑，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和主
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
在自己手中。
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

年，被称为天津“米袋子”“菜篮子”“肉铺子”“鱼篓
子”的宁河区，正扶优做强种业企业，助力核心技
术攻关，全力提升种稻、种蟹、种鱼、种猪、种苗五
大优势种业，在以种业振兴助力乡村振兴的道路
上攻坚克难，快马加鞭。

“宁河米仓”再出发
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机器轰鸣、米香四溢，在天津金世神农种业有
限公司大米生产车间里，经杂质剔除、脱壳、色选
等工序后，成品自动装袋。车间一旁，密封的米袋
码放得整整齐齐。车间外，运输车整装待发，新一
批“宁河粮”即将通往全国消费者的厨房。
这只是金世神农种业有限公司“从田间到餐

桌、从种子到筷子”全产业链发展模式的一环。种
子是农业的“芯片”，只有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
“中国饭碗”。企业是种子生产的主力军，做大做
强种业，必须做优做强一批具备集成创新能力、适
应市场需求的种业龙头企业。坐落于宁河区的金
世神农种业有限公司与科研机构合作，从选育良
种开始，在种、产、销等多环节发力，全面保障优质
粮食供给。近年来每年自主种植1.2万亩水稻、订
单收购3.8万亩，仓储储藏流通稻谷3.5万吨。
现代种业发展离不开技术推广，金世神农种

业有限公司积极进行技术输出，推广基质育秧、侧
深施肥插秧、水肥药一体化、稻蟹混养等技术，举
办培训班，介绍新品种，持续帮助农民种好粮，带
动农户增收。
“好种出好苗，苗壮产量高。我们将继续发挥龙

头企业带动作用，进一步提升全产业链发展水平，加
大科研育种投入，育出更多好秧苗，针对新品种做好
试验示范推广，让农民少走弯路，为农业增效、粮食
增产、农民增收作贡献。”金世神农种业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张建芳介绍，今年插秧季，公司预计又将有
50万盘小站稻秧苗奔向宁河区及周边2万亩农田
里。而在市场上，“津谷粮人”“爱带米”等品牌正丰富
消费者的选择，同时也将鼓起更多村民的“钱袋”。
金世神农种业有限公司是一个缩影。龙头企

业竞争力提升，科研、生产、市场等都能从这块“主
板”上找到“接口”，推进创新成果转化为效益。
种业振兴不只要重视龙头企业的骨干力量，

种源自主可控关键在种业科技自立自强。位于宁
河区东棘坨镇的国家级原种场天津市优质农产品
开发示范中心，建设了天津市水稻种质资源库，为
水稻良种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水稻育种进入国
内领先行列，团队主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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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获天津市
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选育出的“津原89”“津
原U99”“津原E28”等品种成为国内水稻优质种
业品牌……
在国家级原种场和龙头企业带动下，位于宁

河区的各种业企业与天津农学院、天津师范大学、
河北农大、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天津水产研究所
等高校和科研机构合作，承担农业农村部、科技部
和天津市的保种选育、良种工程、星火计划、科技
支撑、农业科技等成果转化与推广项目。科技创
新活力迸发，助力“当家品种”攥得更紧 ，“中国饭
碗”端得更稳 。

“鱼米之乡”添活力
七里海蟹苗“重生”

乍暖还寒，玖润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杜乃合，总不放心位于七里海镇任凤庄的深水
渠，隔几天就去望一望，“水底住着扣蟹，就是像纽
扣那么大的蟹苗，要是持续冰冻，就要破冰增氧。
到今年5月下旬，稻田插秧后，这些蟹苗就能被投
放到稻地，稻蟹混养，助农增收。”
宁河素有“鱼米之乡”美誉，作为“国家地理产

品标志”的七里海河蟹是宁河传统“三宝”之一，种
源是保证七里海河蟹品质的关键，也是做强河蟹
产业的基础。但过去一段时间，因人工繁育蟹苗
成本高、风险高，受自然条件所限等因素，坚持做
种蟹的本土企业越来越少，不少蟹农从外省市购
买蟹苗。可外地蟹苗容易“水土不服”，成活率低，
加之运输成本高，蟹农收益和蟹的品质均无法保
障。为壮大本土种蟹，近年来宁河区实施了一系
列河蟹种业振兴提升工程，全方位完善七里海河
蟹全产业链发展。
“一方水土养一方蟹。功夫做到家，不信蟹不

归。”靠着一股子“倔”劲儿，在有关部门支持下，有
着30多年河蟹养殖经验的养蟹人杜乃合，率团队
与科研机构合作，大力繁育适合本土养殖的蟹苗，
最终形成一条河蟹从繁育、养殖、加工到销售的全
产业链，同时带动了周边蟹农致富，推动了宁河河
蟹产业升级。
去年5月，2.4亿尾本土繁育的蟹苗被投放到

蓟运河、曾口河、永定新河、潮白新河、杨虎子河、
津唐运河、卫星河等七条河道。河蟹回归大自然，
丰富了河道水生生物种类，改善了河道生态环境，
同时引起了消费者对七里海河蟹的更多关注，养
蟹户也更多起来。
“今年继续做好种蟹提纯复壮工作，不断满足

日益壮大的市场需求，要让更多消费者品尝到正
宗、可口的七里海河蟹。”杜乃合说。
提起种业，很多人想到的是农作物种子。事

实上，具有繁殖基因的畜禽、水产都包括在种业里。
近年来，宁河区围绕种鱼、种蟹等水产优势资源，开
展了专项研究和项目申报，科技创新赋能种业强
“芯”。去年，宁河区积极对接，与市科技局开展共建
项目“区域特色水产品种质资源创新与繁育”。天津
市水产研究所、天津师范大学与换新水产、天祥水
产、玖润农业三家项目建设单位签约，计划利用两年
时间，投入科研经费600万元，进一步提升我市水产
种质创新水平，促进区域水产养殖品种结构调整和
农民增收致富。
项目中，玖润农业与天津师范大学合作，预计到

今年10月，将培育河蟹大眼幼体7000公斤，产值
490万元，示范面积200亩，推广面积20000亩，让小
河蟹带动大产业，助力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

守护水产种质资源
科技优势厚积薄发

眼下，换新水产良种场设施化种质资源培育区
内，游动着50多种鲤鲫鱼等大宗淡水鱼及珍稀名特
鱼类资源。生态优先、资源节约理念促使换新水产
在养殖培育模式上持续转型升级，如今的设施化网
箱池塘可实现水循环微孔增氧、水体循环利用，同时
饲养培育种用亲本、后备亲鱼，产量比传统土池塘饲
养方式提高3倍，优质亲本储备量大大提高。
上述项目中，换新水产承担“异源优质鲫鱼新

品种创制及繁育技术研究”，“现在，这个鲫鱼新品
种创制的前期工作已基本完成，进入到生产性养
殖试验阶段。它的最大优势就是抗病能力强，生
长速度快、营养价值高。异源优质鲫鱼的创新创
制是换新几十年来对鱼类种质资源进行系统培育
和开发利用又一科研成果，转化推广后将能有效缓
解鲫鱼产业中的种质退化、病害频发状况。”换新水
产工程师高永平说。
据介绍，始建于1957年的换新水产，1999年被

认定为市级水产良种场，2002年成为国家级水产良
种场。成立至今进行了900多项鱼类育种创新试验
研究，育成11个“国审”水产新品种并在全国推广养

殖。近年来，每年繁育津新鲤2号、黄金鲫、津新鲫、德
国镜鲤等优质苗种40亿尾。场区内建成的淡水鱼类
种质资源活体保存库，保存种质资源52种和大批自育
育种材料鱼，约16万尾，总重量36万多公斤。
“去年，我们在原有研究基础上又进行了90多项鱼

类杂交育种试验，从中筛选出40多种有特色和市场前
景的组合和子代，比如抗病方面的、营养方面的等。将
来，比如肌间刺少的鱼，我们也要研究。我们将继续与
科研院所、高校深入合作，专注鲤鲫鱼新品种的开发研
究，为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作出新的贡献。”高永平说。
在上述项目中，天祥水产有限责任公司则与市水

产研究所合作，正对拉氏鱥和梭鲈开展选育及繁育关
键技术攻关，优化人工繁殖及驯化技术，探索科学合
理的饲料配方，提高孵化率和苗种成活率，为特色品
种规模化生产，建立“育、繁、推、销”产业化体系奠定
基础。
据介绍，位于宁河区苗庄镇的天祥水产于1988年

建场，2000年正式注册成立，是一家集特色淡水鱼繁、
育、推、销一体化，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现代农业
科技型龙头企业，被农业农村部授予“国家级水产健
康养殖和生态养殖示范区”“国家现代农业科技示范
展示基地”“国家现代渔业种业示范场”“农业部水产
健康养殖示范场”。近年来，天祥水产与多家科研院
所合作，引进大口黑鲈“优鲈1号”、斑点叉尾鮰“江丰1
号”等良种，建立了我市首家特色淡水鱼苗种培育与
养殖示范基地。天祥水产收集了梭鲈、拉氏鱥、大鳞
鲃等品种的不同地理种群群体，从野生原种开始进行
试验养殖，筛选后备亲鱼，探索人工繁殖及转口驯化
工作，使野生的优良品种实现本地化。
“瞄准名特优淡水鱼品种，今年我们将继续引进

培育抗病害、耐盐碱、耐低氧、生长快的特色品种，让
养鱼人养殖成本更低、效益更高，让吃鱼的人吃到更
好更便宜的鱼。”天祥水产董事长苗建生说。

大胆探索砥砺前行
种猪种苗续写新篇

在宁河区，种猪育种技术也是令人瞩目的创新高
地。“天河牌”种猪销往全国，种群品质国内领先，并代
表中国种猪品牌走出国门，“中国名牌产品”实至名
归。宁河国家级原种猪场从丹麦引进原种长白、大白
公母猪，与原有群体组成育种核心群，开展种猪选育
和大规模测定，准确估计个体育种值，优化核心群母
猪胎次结构，获得稳定的遗传进展。建设生猪产业园
区，构建宁河生猪产业集群，与中国农科院北京畜牧
兽医研究所、南开大学人工智能学院、中国科学院湖
南生态研究所深层次科技合作，健全种猪育种体系，
支持“京津冀”三地联合育种和现代生物学技术在种
业科技中的应用……相关部门、企业牵手科研机构，
正在种猪育种上大胆探索、砥砺前行。
向科技创新要效益，就能收获不竭增长动力，“肉

铺子”肉更香，“菜篮子”菜更丰富。
百利种苗培育股份有限公司位于宁河区苗庄镇，

占地30多亩的10个“水培菜”大棚“四季常青”，蔬菜年
长8至10茬。不再“脸朝黄土背朝天”，“新农人”挺直
腰杆种菜，效益翻了不只一番。
占地总面积1000多亩的百利种苗2017年引进“水

培菜”项目，并自主研发了盛有营养液的水培蔬菜包
装盒，在有关部门支持下，建造了水培日光温室，引入
智能水培控制系统，可根据蔬菜生长特性控制棚内温
度、光照时间、供水频率和施肥频次等。受到呵护，健
康成长，一颗蔬菜就叫响了一个品牌。百利种苗还与
各大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将自主选育出产量
高、口感好的优质蔬果推介给农户，帮农户规避新品
种种植风险，并持续技术输出。
目前，百利种苗年生产优质种苗1.2亿株，可辐射

带动津冀两地种植户2万户。去年，该公司从南方新
引进了阳光玫瑰葡萄、火龙果、蓝莓等优质品种和新
栽培技术，探索出“南果北种”栽培模式。“‘苗好一半
收’，今年我们将稳步推进扩大种苗培育计划，并持续
引进选育适合市场的新品种，让更多农民种好苗、兜
更鼓，同时将在植树节期间推出农文旅项目‘一元认
领樱桃树’，探索更多模式路径，带动农民增收。”百利
种苗经理刘晓君说。

元宵佳节当天，距离准备
午饭还有一段时间，宝坻区尔
王庄镇刘万庄村的村民张小霞
就煮上了一大锅元宵，盛出满
满一大碗，送到行动不便的邻
居冯志华家中，甜甜的元宵香
味弥漫在屋中，浓浓邻里情温
暖人心。
“趁热尝尝，有好几种口味

呢。”“这么多，帮我盛出一小碗
吧。”“给你筷子。”“这个是芝麻
馅儿的，我爱吃。”
冯志华告诉记者，张小霞

每次来到她家，都会帮着干一
些活儿。比如到院子里摘下晾
干的衣服，叠好收进衣柜，看见
垃圾桶已经装满，她又直接拎
到村头的垃圾收集点。
村干部刘玉志告诉记者：

“冯志华的丈夫在十年前因病
去世，她腿脚不好，得长时间坐
轮椅。这些年来，张小霞一直
照顾着她，有情有义。”
“我们街坊四邻地住着，只

要能帮上忙的，我一定会尽全
力去帮助她。”张小霞的话语中
透着朴实。今年春节的前几
天，张小霞在家里接到了冯志
华的电话：“你赶紧来！快点
啊！”张小霞听着冯志华语气很
急，自己也慌了，穿着拖鞋就往
外跑，出门看见几个村民，也被
她喊着去了冯志华家。结果虚
惊一场。原来是冯志华在家做
饭，不知道哪里操作不当，弄得
满屋子都是烟，报警器响个不
停。大家赶紧开窗户通风，关
闭燃气总阀门，这个“小风波”
终于安全地过去了。
冯志华回想着这些年的邻

里情，她动情地说：“这么多年，
多亏了小霞，跟亲妹子似的，老
有说不完的话。我爱吃她家做
的虾酱，每次做了都会给我送
一些来。”
“我没觉得自己做了什么

了不得的事，都是一些小事，不
值一提。她一个人拉扯孩子不
易，艰难的时候，村里人也都会
帮衬她。平时街坊四邻的都爱
来她家聊聊天，还不是因为她
人好吗，我们都愿意来。”
因为每天都见面，张小

霞有一个想法，“当邻居 30
来年了，两家就一墙之隔，
过些日子准备把墙打通，这
样照顾起来也方便。”远亲
不如近邻，这句话在张小霞
和冯志华的身上得到了最
好、最真实的诠释。她们还
将继续谱写新时代好邻居的
优美赞歌。

“只要身体还能动，只要社会还需要我，我
就会一直坚持下去。”在静海区，活跃着这样一
批退休干部，他们平均年龄63岁，常年走街串
户，活跃在退役军人身边，为退役军人帮扶解
困、排忧解难。
据介绍，静海区退役军人多，年龄结构偏

大。近年来，该区充分发挥区和街镇关爱退役
军人协会老同志的作用，多渠道服务退役军人，
帮助他们解决具体困难。把党和政府的关怀温
暖送到退役军人的心坎上。
45岁的退役军人靳福金是良王庄乡张家

村人，退伍后不久患上双侧股骨头坏死，失去劳
动能力17年。孩子要上学，年迈的父母要供
养，全家的重担都落在了收入不高的妻子身
上。正当全家陷入愁苦之时，惊喜降临到了这
户人家。

“2020年6月份，区关爱退役军人协会的几
位老同志来我家了解情况，说要为我安排手术，
7月份便在区医院为我进行人工关节置换，并
支付了全部治疗费用。出院后，区关爱退役军
人协会和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还送来了5万元的
慰问金，这份恩情让我们全家永生难忘。”靳福
金激动地说。
术后半年，靳福金重新站了起来。随后，他

又用区关爱退役军人协会救助的钱购买了两台
车床，搞起了机加工，有了收入来源，儿子也考
上了天津海运学院，一家人重新燃起了生活的
希望。“儿子说，他将来也要当兵，为党和国家贡
献力量。”靳福金的妻子对记者说。
“小靳是退役军人，我们就要给予他特殊关

爱，让‘英雄归来’有枝可依，让军魂屹立不倒。”
静海区关爱退役军人协会会长张希峰对记者
说。今年67岁的张希峰，退休之后开始担任区
关爱退役军人协会会长。几年来，他时常带着

协会中几位老同事走访调研，力求及时发现退
役军人存在的实际困难，并动员鼓励社会各界
关爱退役军人。
如今，恢复正常生活的靳福金加入了村里

的志愿服务队，他说，今后的日子里，自己会牢
记党恩，以军人的铮铮铁骨干事创业，为家乡发
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这样的例子在静海还有很多。退役军人

闫涛不幸患上急性白血病，医药费成了大问
题，生活也陷入困境。区关爱退役军人协会
得知情况后，协调为他安排了公益岗位，并拿
出15万元帮其解决了住房，组建了家庭。退
役军人李秀华，今年70多岁，患尿毒症多年，
一周需要往返市区医院透析三次，这让本不
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区关爱退役军人协会
的老同志们几次上门了解情况后，及时帮他
在家附近的医院安排透析，同时资助李秀华
2万元。

据介绍，四年来，静海区、镇两级协会筹集爱
心款物600万元，协助政府帮扶了近300名退役军
人。一件件的实事、小事、平常事，让困难退役军
人切身感受到事有人管、难有人帮，党的关怀和温
暖就在身边。
与此同时，区关爱退役军人协会还注重在退

役军人中发展志愿者，发挥他们正能量作用，建功
新静海，投身乡村振兴建设。
去年“八一”来临之际，静海区大邱庄镇津美

街又迎来了一件喜事——由大邱庄镇津美街党委
书记、村委会主任杜连峰牵头组织的退役军人志
愿服务队正式成立。
接过服务队队旗，这支由曾经的“橄榄绿”组

成的“志愿红”正式将“退役不退志、退伍不褪色”
的退役军人和“服务社会、报效国家”的志愿者两
个角色合二为一。曾是退伍军人的杜连峰也以服
务队队长的身份带领辖区退役军人用真情奉献社
会、用行动践行为人民服务的诺言。
杜连峰说：“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有40人，

会定期组织他们服务社会，同时也服务需要照顾
的退役军人，让我们这些退役军人心有所想、事
有所干。”
据介绍，目前静海区共组建了退役军人志愿

服务队349支，共计3545人，2022年度参加志愿
服务超过12000人次。在疫情防控、创文创卫、
村庄建设、公益活动中，到处都有退役军人志愿
者的身影。
新春伊始，协会的老同志们又在对接区内企

业的用工需求，动员鼓励企业为退役军人开展技
能培训，进一步拓展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空间。张
希峰：“我们虽然岗位、职务退休了，但共产党员的
责任不下岗、不退休，当好党和政府的‘感情大使’
和服务退役军人的‘义工’”。

■ 本报记者 杜洋洋

▲工作人员正在百利种苗育苗大棚里培
植秧苗。

▲天祥水产试验养殖拉氏鱥成鱼，从中
筛选优质亲本，用于繁育拉氏鱥苗种。

�养蟹人杜乃合展示本土蟹苗“扣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