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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宏伟目标，坚持把

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

作为首要任务。近年来，天津郊区根据自身特点，加快城乡

一体化进程，探索符合天津特色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 当前，

我国大城市的农业建设正朝着“都市型”发展，大都市的农

业正在由城郊型传统农业向都市型现代农业转变，可以说都

市农业是现代农业的一种地域分工。然而都市农业的建设是

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 都市农业不

同于传统农业和城郊型农业，它融合了现代都市的高新技术

，企业化的经营管理模式，不仅具有生产性功能还具有生活

性功能、生态性功能和教育性功能等，集中体现了大农业的

思想。可以说，都市农业拓宽了农业这一概念的内涵。那么

什么是都市型农业呢？都市型农业是发生、成长于现代大都

市及其城市化地区，由城郊型农业发展而成、以满足城市建

设和人民现代生活多种需求与生态环境优化为主要目标和功

能、与城市融为一体的农业生产类型。 近年来，天津郊区不

断转变观念，勇于突破自我，在如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在城市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如何加快农村发展，真正缩

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一体化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实

践。在充分挖掘农业内在潜力的基础上，瞄准市场需求，通

过产业结构调整，着眼于围绕城市，依托和利用都市资源与

市场，促进城郊型传统农业向都市型现代农业转变，在推进



产业化、发展生态观光农业、培育新型农民上大做文章，初

步形成了开放式、高品质、生态化、都市型的现代农业新格

局，这样既服务了城市，又富裕了农民，为城市与农村、市

民和农民找到了最佳契合点，使农业这个第一产业的传统概

念有了新的内涵，绽放出新的光彩,成为当前农村经济一大亮

点。 菜 菜田生产基本无害化 截至目前，全市无公害种植基地

已有2100多个，面积135万亩，蔬菜基地基本实现了无公害化

生产，全年蔬菜总产量超530万吨，产值超54亿元。 在全市12

个涉农区县中，无公害蔬菜总面积已达到85万亩，全市无公

害蔬菜年生产能力近400万吨，已有200多个蔬菜产品获得了

农业部无公害农产品认证。今年以来，本市继续强化科技支

撑，继续加速优质、抗病新品种的引进和新型无公害、环保

型农药、肥料等农业投入品的推广；积极推广菜田滴灌节水

技术、生物防治病虫害技术等。完善6个无公害蔬菜标准化生

产示范基地建设，推广全部采用生物手段防治蔬菜病虫害。

大力发展蔬菜一村一品，重点发展西青沙窝萝卜、津南区葛

沽萝卜、武清田水铺萝卜、静海王口绿芦笋等。大力开展设

施化蔬菜生产，搞好蔬菜名特优品种栽培。通过引进，在本

地改良百余个蔬菜名优新品种；大力推广一系列合理轮作倒

茬和间作套种、立体栽培等高效技术。同时，严格实施标准

化生产，加快制定名优蔬菜的无公害生产技术规范及其相应

的产品分级标准。此外，还将与农业科技部门合作，大力推

广荷兰无公害蔬菜生产技术，大力兴建设施化蔬菜生产基地

，确保蔬菜质量再上新台阶。 西青区辛口镇水高庄村精心打

造都市型农业示范区，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步伐，投

资18000万元，建设1.3万亩都市型农业核心示范区。目前，水



高庄村都市型农业核心示范区建设智能温室20160平方米，主

体工程现已完成，计划明年“五一”交付使用。水高庄村同

中国农科院加强合作，建设13个蔬菜功能区，包括蔬菜育苗

、蔬菜无机营养液栽培、蔬菜有机营养液栽培、蔬菜立体栽

培、各类蔬菜品种和生产新技术展示等，建成后年可为农民

提供优质种苗100万株，生产有机蔬菜25万公斤。该项目将建

设高档日光温室12栋，包括建设调温、调湿两个系统，主要

进行蔬菜育苗；建设实用型日光温室1000栋、改良温棚2000

栋，提高农业设施化水平，年生产绿色蔬菜2000万公斤，增

加农民收入。建设食用菌生产车间12000平方米，发展食用菌

产业，年生产食用菌200万公斤；建设沼气站一座，促进农业

循环经济的发展；建设20000平方米农业综合中心，包含检测

中心、信息中心、培训中心和农产品加工配送服务中心。 鱼 

水产向高精尖发展 为促进全市生态环境建设和经济可持续发

展，本市渔业在全国同行业中率先启动由传统渔业向生态渔

业的转变，渔业的增长方式开始由外延扩张逐步转化为内涵

发展为主。据了解，目前全市近60万亩人工养殖池塘开始逐

步推广绿色生态养殖方式。通过多年向渤海进行人工增殖放

流，采用人工手段修复渤海资源，减轻渤海近海的环境污染

取得了一定效果。今年将继续加大生态渔业建设力度，为滨

海新区经济发展打造良好生态环境做出贡献。 蓟县、宝坻区

、武清区等大力推广健康养殖模式，发展生态渔业；东丽区

、西青区等环城4区要不断完善基础设施，进一步拓展渔业功

能，建设一批淡水旅游休闲基地。根据本市渔业资源、市场

、基础设施等条件，对全市渔业资源进行整合。重点建设南

美白对虾、彭泽鲫、海珍品、浅海滩涂贝类4个优势水产品产



业带。即：以西青区、津南区、北辰区、东丽区、宁河县为

主的南美白对虾产业带；以西青区、武清区、宝坻区、静海

县、蓟县为主的彭泽鲫产业带；在塘沽区、汉沽区、大港区

建设海珍品产业带及浅海滩涂贝类产业带。截至去年年底，

各区县共建设海珍品、南美白对虾、彭泽鲫、滩涂贝类示范

园77处。各示范园区经过设施配套改造，生产能力大大提高

，生产环境得到改善，成为渔民增收的主要增长点。 为确保

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提供更多的放心水产品，今年本市加大

无公害水产品基地认定力度，努力推进水产品质量向高层次

延伸。以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和北京市场准入为契机

，继续推进“连片认定”、“相近品种共同认证”政策及开

展创建“无公害水产品基地乡镇”。今年计划再认定无公害

水产品生产基地40个，使全市无公害水产品生产基地养殖面

积占总养殖面积的60％以上。到2010年，无公害水产品产地

认定率将提高到80％，无公害养殖基地面积占总养殖面积

的70％，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开展绿色水产品和有机水产品认

证。 各区县还生态、效益并重，观赏鱼产业发展迅猛，成为

农民增收致富新亮点。东丽区落实区政府对观赏鱼养殖扶持

政策，天津市东丽区花鸟鱼虫市场已完成批发交易场地建

设20000平方米，鱼馆1500平方米，一季度实现观赏鱼交易

额600万元。通过花鸟鱼虫市场的带动作用，引导全区观赏鱼

养殖业健康发展，全区一季度产量实现3500万尾，同比增

加16%。 肉 畜牧养殖优质高产 今年以来，本市着力构建现代

化养殖新体系，养殖业规模化、标准化、科技化和产业化水

平明显提升。截至目前，本市最大畜牧养殖基地武清区奶牛

存栏达6.4万头，生猪饲养量100万头。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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