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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记者在河间市国欣农
村技术服务总会（以下简称“国
欣总会”）农业科技园区的实验
室看到，技术人员正对新棉种进
行分析实验，测量发芽率、纯
度、净度、含水量等指标。这是
国欣总会正在主持开展的国家生
物育种重大专项“高产广适棉花
新品种设计与培育”项目。

“目前，项目已完成所有中期
考核指标，包括5个高产广适棉花
新品种的审定、13份新种质创制、
4项生物育种新技术的开发，以及
100余万亩的新品种示范推广面
积。此外，项目还申请或授权了12
件发明专利和植物新品种权，为棉
花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支
撑。”国欣总会副会长卢春恒介绍
说，国欣总会农业科技园区核心区
域占地3000余亩，用于棉花、玉
米等农作物的品种选育和新技术示
范推广，并建有良棉加工厂、棉被
加工厂、科技研发中心等，被省科
技厅认定为省级农业科技园区。

作为以棉农为主体的经济技
术合作组织，近年来，国欣总会
逐步发展成以棉花良种产业为主
体、以农业技术服务为配套的
育、繁、推一体化“农业产业化
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随着技
术、信息、生产、加工、销售、

服务全链条体系愈加完善，越来
越多的优良品种从这里走出实验
室，走向田间地头，获得粮农的
认可和支持。

“我们每年都会投入大量的人
力和物力开展棉花、玉米、小麦
等品种选育工作。在农业科技
园、种业研究院等地进行新品种
种植示范，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卢春恒说，2004年至今，国欣总
会已有35个棉花品种、16个玉米
品种通过了国家、省部级审定，
这些品种在丰产、抗逆、品质等
方面表现突出，已实现较大面积
推广。

为做强“种子芯片”，国欣总
会根据市场变化，在棉种市场保
持优势地位不变基础上，制定了

“稳棉增粮，向大种业进军”的发
展规划，加大育种创新攻关力
度，走品种科技化、科研产业
化、产业市场化的发展道路，推
进种业振兴行动。目前，国欣总
会已建成近 6万亩良种繁育基地
和年生产优质种子 2万多吨的仓
储加工中心。

“未来，我们将加强与高校、
科研机构合作，不断提升种业创
新能力，力求实现新的突破，为
全市农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卢春恒说。

深耕科技沃土深耕科技沃土
做强做强““种子芯片种子芯片””
———河间市国欣农村技术服务总会见闻—河间市国欣农村技术服务总会见闻
本报记者 杨昊文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13—0013 第09722号 今日4版

今日渤海网： http：//www．bohaitoday．com

中共沧州市委主管 中共沧州市委主办 沧州日报社出版

沧州日报微信公众号CANGZHOU DAILY

2025年4月

28
星期一

农历乙巳年四月初一

本报讯（记者李倩） 4月 27
日，我市举办“我与沧州心连
心”纪念五四运动 106周年青春
宣讲会。市委副书记吕瑞民、副
市长王晓玲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各级团组织和广
大青年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
神，担负起新时代赋予的光荣使
命，不断书写奉献青春的时代篇
章。要立凌云之志，坚定信念展
宏图，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
走，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前途、
民族复兴、沧州发展之中。要铸
过硬之能，苦练本领担重任，珍
惜青春时光，敏于求知探索，用
过硬本领接力沧州高质量发展。
要扬创新之帆，锐意进取勇突

破，勇于创新、善于创造、勤于
创业，为全市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注入新活力。要执奋斗之笔，砥
砺前行谱华章，以奋斗找准人生
坐标、用实干回答时代之问。要
修高尚之德，品行端正树新风，
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以实际行动引领文明新风尚。

会议要求，各级党委、政府
要始终重视青年工作，为青年成
长成才营造良好环境。各级团组
织要服务青年成长成才，把共青
团建设成广大青年想得起、找得
到、靠得住的“青年之家”。

会上，与会人员观看了《凝
聚奋进力量 勇担时代使命》纪录
片，7位青年代表作了宣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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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周洋） 4月 26日清
晨 6点，一列载有 104名北京游客的
旅游专列从北京开到吴桥县。这些游
客利用周末在沧州游景点、看绝活、
尝美食，“零距离”感受沧州这座

“双世界遗产”之城的魅力。
两天时间里，这些北京游客畅玩

了吴桥杂技大世界、东光铁佛寺、南
大港湿地、南川老街、沧州园博园、
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等
景点，品尝了地方特色美食。

“沧州真是一座非常有魅力的城
市。”两天时间，来自北京市海淀区
的游客张华辰和郜薇红夫妇玩得非常
开心。张华辰说，他在社交平台上多
次刷到介绍沧州的视频，被沧州的自
然景观和人文历史深深吸引。前段时
间，听说有关部门推出北京旅行团游
沧州的专列，他第一时间带着老伴儿
报名。来沧后，老两口儿很快被这里
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和自然风光所吸
引。每到一处景点，他们都会用手机
拍照留念，然后把照片分享给家人和
朋友。“我们不仅看到了杂技表演、
湿地美景，游览了古香古色的老街、
非遗展馆，还品尝了火锅鸡等沧州特
色美食，感觉此行收获满满。”张华
辰说。

今年 64 岁的游客陈燕峰是北京
一所大学的退休人员，也是一名摄影
爱好者。这是他第一次来沧州。两天
时间，他拍大运河、拍杂技、拍武
术、拍湿地，忙得不亦乐乎，相机内
存卡里存满了各种主题的照片。“沧
州文化底蕴足、风景美，沧州人十分

热情好客。”陈燕峰说，在景区内游
览时，一些沧州年轻人得知他是来自
北京的游客，便热心地介绍沧州基本
情况，让他对沧州有了更深的了解。

陈燕峰表示，回北京后，他会向身边
朋友推介沧州，让朋友们都来这里游
玩。

为繁荣沧州旅游市场，市文旅部

门整合各地文旅资源，在全域推出系
列春季旅游活动，推介沧州热门旅游
目的地，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来沧
州“打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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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吴桥杂技大世界观看杂技节目。 周 洋 摄

26 日上午，走进青县司马庄
村，白墙黛瓦的民居错落有致，果
蔬飘香的生态园游人如织，文化广
场上非遗表演引来阵阵喝彩……这
个著名的蔬菜种植专业村，正通过
农文旅融合焕发出新的生机。

“爸爸你看，这个小黄瓜长得胖
墩墩的真像拇指！”在大司马现代农
业园区，科技大棚培育的各类果蔬
品种奇特、长势喜人，让人爱不释
手、垂涎欲滴，来自天津的游客李
强正带着孩子兴致勃勃地采摘拇指
黄瓜。“我们在网上刷到了青县百蔬
采摘季的活动，一大早开车就来
了。”李强说，他和爱人计划先带孩
子体验采摘，然后根据赏花攻略去
看花，再到梦想庄园喂喂小动物，
最后美美吃上一顿火锅鸡，一日游
安排得十分充实。

以前，清晨青县棚中菜，中午
京津盘中餐。现在，千年大运河
畔，司马庄村正把一桌“蔬菜宴”
拓展到运河采摘游。

“过去说起司马庄，人们首先想
到的是这里的‘蔬菜宴’，近百种特
色叶菜、果菜，让人垂涎欲滴。现
在，游客除了吃‘蔬菜宴’，更愿来
这里的蔬菜园区采摘，体验运河畔乡
村田园的美好。”司马庄村党支部书
记刘建勋说，“这就是我们这几年大
力发展运河采摘游带来的可喜变化。”

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中，司马庄村敏锐捕捉到消费者消
费需求的变化，利用地处大运河畔
的优势，大力发展运河采摘游，在
村里最好的土地上建设了大司马现
代农业园区，种植了拇指黄瓜、迷
你菜瓜、羊角脆、芝麻菜等适合采

摘的特色蔬菜 1000余种。
同时，司马庄村对运河堤坡进

行改造，在运河沿岸进行绿化美
化，并设计建造了纤夫码头等景
点，依托大运河水利资源及村庄水
资源，投资 1800 万元建设司马庄京
杭大运河观光带，观光游客数量连
年增长。2024 年，司马庄接待京津
等地游客约 50万人次。“我们还在大
运河畔建设了游乐场，购置水上滑
梯、遥控船等娱乐设施，打造了月
亮湾等景点，让游客在休闲放松的
同时体验大运河的漕运文化。”刘建
勋说，“运河采摘游，火了村庄，美
了运河，现在成为我们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建设的主打品牌。”

前不久，“春游河北赏百花”
2025河北春季旅游宣传推广活动暨品
位春天·青县百蔬采摘季启动仪式就

选在了司马庄举行，活动现场设置春
游河北百花展、春日美拍光影展，以
及文旅文创美学市集、特色甄品展销
市集、火锅鸡宴美食市集，还设置了
武术展演、马术展演、京津冀戏曲展
演、四季村晚展演。整个活动集非遗
手作、文创潮品、特色美食、春日美
景、花海打卡、沧州武术、马术观赏
等为一体，解锁“可观、可尝、可
玩、可购”的春日消费新场景。休闲
农业与乡村旅游的交融，将农区巧妙
地转化为景区，吸引了众多游客。

从“种蔬菜”到“卖风景”，司
马庄村的华丽蝶变，印证了“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农文旅融合不仅
激活了乡村资源，更让村民在家门口
捧起“金饭碗”。随着大运河文化带
建设不断推进，这片土地上的精彩故
事还在继续。

从从““种蔬菜种蔬菜””到到““卖风景卖风景””
———青县司马庄农文旅融合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青县司马庄农文旅融合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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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杨昊文） 今年
4月至 9月，围绕战略性新兴产
业、区域重点产业等，我市将开
展知识产权信息进企业促创新惠
企行动，推动知识产权服务供给
侧和需求侧精准对接，为企业知
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
全方位发展保驾护航。这是记者
日前从市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的。

今年4月26日是第25个世界
知识产权宣传日，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从4月20日至26日开展知识
产权宣传周活动，联合市直相关
部门开展主题宣传、知识产权信
息进企业促创新惠企行动、组织
重点商场和市场开展知识产权保
护规范化管理学习等多项活动。
期间全市市场监管系统共计培训

企业 438家，为企业解决实际需
求32个。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下一步将强化知识产权
培育，激发企业和个人发明创造
热情，深化数据知识产权工作，
严厉打击不以保护创新为目的的
非正常专利申请行为，从源头上
提升我市专利申请质量。积极开
展知识产权强企提升行动，推进
重点产业知识产权强链增效，加
大专利推广转化力度，助推企业
专利技术产品化产业化。严格知
识产权行政保护，强化知识产权
协同保护，多元化解决知识产权
纠纷。持续健全知识产权公共服
务体系，提升知识产权公共服务
效能，加快推进沧州知识产权强
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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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泊头市不断壮大企业的科
技研发能力，实现铸造业绿色智能转
型。目前，泊头市拥有铸造企业322家，
其中高新技术企业16家、专精特新企业
14家，被誉为“中国绿色铸造名城”。图
为近日，在河北省泊头市亚奇铸业有限
公司的生产车间内，工人正在对产品进
行质量检测。

殷 实 摄

科技赋能科技赋能
铸造业绿色发展铸造业绿色发展

本报讯（记者张梓欣 通讯员任
振宇 袁林）日前，黄骅港综合港区
泰地液体化工码头及罐区续建工程正
式投产运营。

据了解，黄骅港综合港区泰地液
体化工码头及罐区续建工程，在起步
工程基础上，进一步增大原油和燃料

油接卸量，并增加稀释沥青、生物柴
油货种。续建工程在码头平台建设方
面，新增设了两台装卸臂和3根工艺
管线，提高了码头的装卸效率和安全
性。同时，库区也进行了相应扩建，
增设了3个罐组及泵棚，陆域配套新
建了33.6万立方米的储罐，为油品储

存提供了更加充足的容量。
“续建项目一共建了10台罐，共

33.6万立方米。码头周转能力由原来
700万吨增加到1200万吨，普罐的罐容
也在一期基础上增加一倍，可更好地满
足腹地企业炼化产业需求。”黄骅港泰
地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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