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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吹麦浪一线行

本报讯（长城网·冀云客户端记者

刘澜澜 周亚彬 实习生解博涵）6月

11日11时58分，一列编组55节，满

载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服装等货物

的中欧班列，从石家庄铁路物流中心

高邑货运网点石家庄国际陆港专用线

出发，经二连站驶向俄罗斯首都莫斯

科。这是2025年石家庄铁路物流中

心高邑网点发出的第180列中欧班

列。自2018年 6月石家庄国际陆港

专用线开通以来，该中心中欧班列累

计发运集装箱超15万标箱，创下新的

里程碑。

石家庄国际陆港是冀中南地区

唯一常态化开行中欧班列的国际陆

港。近几年陆港班列开行数量呈持

续增长态势，2018 年开行中欧和中

亚班列 3 列、2020 年开行 100 列、

2021年开行177列、2022年开行310

列、2023年开行318列、2024年开行

337列。

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搭乘中

欧班列和中亚班列走向世界的同时，

来自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地的粮食、

原材料等资源也正通过中欧班列进入

中国市场。数据显示，2025年，国际

陆港已到达返程班列400列，同比增

长近10倍，“重去重回”成为中欧班列

的新亮点。

中国铁路北京局还发挥石家庄国

际陆港常态化开行“陆港至天津港”港

城班列的运输优势，摸索出了“返程中

欧班列+港城班列+海运”运输新模

式。从国外远道而来的货物在国际陆

港，可搭乘港城班列，一站直达天津

港，再通过海运抵达国内沿海城市，不

仅降低了物流成本，也进一步缩短了

运到时限。

石家庄中欧班列累计发运超15万标箱

本报讯（记者吴新光 通讯员王铁军 赵娟）近日，《河北省2025

年草原普法宣传月活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正式印发，标志着本

年度草原普法宣传月活动全面启动。活动于6月1日至30日举行。

本次活动以“依法保护草原·助力草业发展”为主题，旨在通过全

方位、立体化的宣传，深入解读草原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及保护修复

重大方针政策，提升全社会依法保护草原、关爱草原生态的意识，推

动全省草原事业高质量发展。

根据《方案》安排，宣传月将采取集中宣传、现场活动、媒体传播、

案例警示等多种形式，重点围绕“三绿”（增绿、护绿、用绿）并举和“三

北”防护林体系建设等重大生态工程展开。活动内容包括：科普草原

生态价值、保护修复基本常识；深入宣传草原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方

针；推介草原保护修复的先进做法与典型事例；开展送法进机关、进企

业、进校园、进乡村、进集市“五进”普法宣传活动，通过法律解读、政策

宣讲、案例分析，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草原的浓厚法治氛围；通报曝光

一批司法机关判决的破坏草原资源典型案件，依法严厉打击非法占

用、毁坏草原等违法行为。

省林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全省将通过此次宣传月活动，积极构建

依法保护草原、全民参与草原保护的良好格局，努力推动绿色发展、生

态发展，切实筑牢京津冀生态安全绿色屏障，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河北省草原普法宣传月活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贾宏博）记者从省

农业农村厅获悉，全省麦收工作进展

顺利，截至6月12日17时，全省3300

多万亩小麦已收获1561万亩，完成进

度45.9%，收获进度近半。各地正抢

抓农时，开展“三夏”生产，确保夏粮颗

粒归仓，秋粮适时播种。

在石家庄市藁城区的小麦绿色

高质高效行动万亩核心示范方，金黄

的麦浪随风起伏，联合收割机在田间

来回穿梭。种粮大户刘召斌望着饱

满的麦粒，喜上眉梢：“今年我种了

800亩优质强筋小麦，预计亩产超

500公斤，而且已经和收购企业签好

了协议，不愁卖。”

为保障麦收顺利，藁城区农机部

门通过多种形式培训农机手，并与多

部门协作，设立服务站，科学调度作

业机具，极大提高了收获效率。

为确保“三夏”农机化生产安全，

农业农村部门积极行动，截至目前，

全省共举办各类农机安全生产培训

290场、应急演练43场，发放明白纸

81862份，培训农机手3万人次。同

时，派出205个农机安全检查组，检

查了738个农机合作社和农机大户、

7770 台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以及

8700台其他农机具，现场解决289

个安全隐患。

在沧州市孟村回族自治县，多部

门联动服务“三夏”。农业农村局组

织开展“送检下乡”，免费检修农机设

备，开设线上培训课堂，并组建应急

作业服务队；气象局加密气象监测，

通过多渠道发布精准天气预报和灾

害预警；电力工人则加强对灌溉线路

和设备的巡查维护，保障生产用电。

一系列举措为粮食稳产增收夯实了

基础。

邯郸市鸡泽县气象局组建志愿

团队深入田间，依托现代化监测网

络，结合卫星遥感、雷达监测等技术，

实时监测天气数据，提前通过微信公

众号、短信等发布滚动预报，为农户

和农机作业提供精准气象信息。鸡

泽县气象局副局长张伟介绍，6月以

来，该局已发布夏收夏种专题预报

5期、预警信号9次，覆盖全县所有

乡镇。

衡水市故城县为解决农村劳动

力短缺问题，组织“三夏”抢收服务

队，帮助农户解决收种难题。同时，

义警华安麦收巡防小分队开展田间

巡查，宣传秸秆禁烧政策和防火知

识。此外，农业农村局联合多部门在

高速匝道收费站设立跨区作业服务

站，为作业车辆提供全方位服务，并

组织农机技术人员指导维修保养，成

立8支农机应急服务队伍，保障“三

夏”生产有序推进。

在保障物资供应方面，供销合作

社系统全力保障“三夏”用肥。各级

供销合作社发挥农资供应主渠道作

用，提前签订供货合同，依托销售网

络在重点乡镇设立1.8万多家直供网

点，采用“线上下单、线下配送”模式，

及时送肥到村到户。截至目前，全省

供销合作系统已采购化肥283.59万

吨，销售242.06万吨。

“三夏”农时紧、任务重，全省共

组织和调度200万台农业机械投入

作业，其中小麦联合收割机10.9万

台。各地在积极进行夏收的同时，

也在千方百计稳定秋粮种植面积。

截至6月12日17时，全省夏玉米播

种903.2万亩，完成进度25.3%。当

日，全省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4万

台，其中跨区作业 3529 台（外省

2777台）。

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继续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强农机

调配和技术指导，确保小麦收割和夏

种工作高效、有序进行，为全年粮食

丰收奠定坚实基础。

本报讯（记者贾宏博）据省气象

台最新预报，6月 13日至 15日，全

省将迎来持续雷雨天气过程。13日

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等多地多云

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

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

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或出现冰雹；

13日夜间至14日，承德东部、唐山

北部等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14日夜间至15日，承德南部、唐山

等地阴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局地

暴雨。

当前，我省小麦自南向北进入

“三夏”农忙高峰，邯郸、邢台等中南

部地区冬小麦已成熟，其他麦区处于

灌浆末期，预计 12到 19日陆续成

熟。为最大限度降低不利天气对麦

收的影响，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联合

省气象科学研究所，组织专家团队对

本轮天气过程进行深入分析研判，紧

急发布麦收关键期生产提示。

针对中南部已成熟麦区，相关部

门建议农户密切关注本地降水大风

预报，灵活开展错峰抢时收获。对于

南部已收获的小麦籽粒，需结合降水

强度和籽粒含水量，科学安排雨前入

仓或烘干入仓。若麦田茎秆枯黄、籽

粒成熟且含水量低于20%，务必在

恶劣天气来临前抢收归仓，确保颗粒

归仓。

北部麦区尤其是处于灌浆末期

的麦田，在本轮天气过后，需及时疏

通田间沟渠，迅速排除积水，并加强

巡田查苗工作。若发生小幅或点片

倒伏，且不影响籽粒成熟收获，可暂

不做特殊处理；若倒伏严重，待晴天

后，建议农户用竹竿轻打植株抖落水

滴，降低田间湿度，待籽粒进入蜡熟

期后尽早收获，减少产量损失。

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相关负责

人表示，各级技术人员将即刻下沉一

线，逐村逐户发动提醒，指导农户结

合当前收获播种进度，科学制定应对

方案，最大程度降低雷雨天气对“三

夏”生产的不利影响。此次多部门联

合行动，通过精准气象预警与专业技

术指导相结合，为全省小麦稳产增收

筑牢安全防线。

应对未来三天雷雨天气——
河北发布麦收关键期生产提示

全省麦收进展顺利进度近半
各地抢抓农时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秋粮适时播种

（上接第一版）
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王爱军表示，本次活

动为购销各方提供了增进了解、深化合作的契

机，期待各方携手，将河北优质鲜梨推向全球市

场。省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赵斌指出，河北

鲜梨产业发展成绩斐然，希望产地接轨国际标

准，海外商会与经销商助力推广，提升河北鲜梨

知名度与美誉度。

活动精心设置出口企业座谈、国际市场需

求介绍、河北鲜梨推介、产品展示品鉴、产销对

接洽谈等环节。荷比卢商会、奕天壹集团、满洲

里森富国际物流、东宁市琪通经贸等企业介绍

了商会业务、当地消费市场与采购意向；长城果

品、河北雄瀚等企业及合作社进行了产品推介。

会后，与会代表实地参观了河北雄瀚农产

品股份有限公司、长城百年梨园及泽桑葡萄

园。供需双方积极交流，签订了一大批产品出

口合作意向，意向总金额达10亿元。

晋州市作为中国鸭梨之乡，梨产业发展成

果显著。晋州市市长王林介绍，目前，晋州梨果

种植面积17万亩，形成11个产业联合体，培育

2家国家级、10家省级梨果生产加工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年产量60万吨，年产值14亿元，出

口创汇6000万美元。

河北雄瀚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晋州梨

产业发展的典型代表，不仅拥有数字化鲜梨精

选生产线、深加工生产线及多个车间，还建设了

智慧冷链仓储自动化立库，实现仓储利用率最

大化与智能化管理，提升了产品品质与国际声

誉。李茜茜表示，通过本次推介会，企业接触到

众多国内外采购商，有望继续扩大出口规模，已

达成1500万元订单。

河北鲜梨出口产销招商对接活动的成功举

办，为河北鲜梨产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在各

方共同努力下，河北鲜梨产业将不断提升国际

知名度与市场竞争力，推动更多优质河北鲜梨

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消费者的餐桌，助力乡村振

兴与农业现代化建设迈向新高度。

（上接第一版）
“我是2021年从北京动物园服装批发

市场搬过来的，现在不仅经营规模扩大了，

还增加了不少新客户。”商户薛小维说，“现

在的店面有200多平方米，客户有河北、山

西、山东等地的，销量比原来增长了很多。”

京津冀（固安）国际商贸城是承接北京

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项目，为了让商户

留得住、发展好，商贸城建立了细致的服务

体系，从线上引流营销指导到资源对接，构

建覆盖入驻商家与终端采购商的全链条赋

能体系，从传统商贸物流企业向赋能型专

业市场转型升级。

京津冀（固安）国际商贸城运营总监宋

健表示，他们强化与周边产业的深度联动，

打造集设计、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鞋

服产业集群。聚焦入驻商家品牌意识培

育，2025年将重点打造两个区域型品牌女

装主题楼层，推动产业集群向专业化、品牌

化发展。

商贸旺离不开物流的助力。连日来，

廊坊陆港物流园抢抓项目施工黄金期，全

速推进建设进度，500多名工人分布在各个

施工点位上紧张有序作业。

廊坊陆港物流园项目施工现场负责人

马森说：“目前，总部大楼九层主体已经完成

封顶，高标仓库现在施工完成30%。预计今

年年底主体封顶，明年年初投入使用。”

廊坊陆港物流园项目位于永清县里澜

城镇，总投资101亿元，占地约5077亩，是

河北省“一主一辅”铁路枢纽中的“一辅”，

同时也是廊坊市发展现代商贸物流产业

“两枢纽、三基地”中的京津冀核心区铁路

物流枢纽。

据了解，该物流园瞄准服务京津两大

市场，全面加快建设，积极完善海关监管、

保税中心、商贸物流等服务功能，促进“商、

仓、流、园”一体化发展。目前已落户五矿

钢铁、五矿物流、韵达快运等8个项目，注册

泰运物流、昊晟商贸、友联商贸等53家企

业。项目建成后，年货物吞吐能力将达

1000万吨，实现产值10亿元。

廊坊陆港物流园项目负责人谷方超

说：“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提升本地区的物流

效率，使货物的运输、存储、配送等环节更

加高效流畅，通过发展多式联运体系，提升

进出口货物的集聚能力，打通更多国家进

出口通道。”

廊坊：链接京津冀 面向全世界

6月12日，由河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张家口市委宣传部

指导，河北省文学艺术中心主办的“燕赵风华”河北民间文艺活

态展演暨“大好河山”张家口文艺精品晋省展在石家庄河北文艺

家之家开幕。本次展览共展出民间文艺、美术等7个艺术门类

330余幅（件）作品，题材丰富、视角独特，全方位展现了张家口六

大产业、乡村振兴发展成就以及民俗风情、大美风光。据悉，本次

展览将持续至6月30日。图为根据非遗面塑作品制作的AI动画。

长城网·冀云客户端记者 许晓星 摄

20252025年石家庄铁路物流中心中欧班列累计发运超年石家庄铁路物流中心中欧班列累计发运超1515万标箱万标箱。。

长城网长城网··冀云客户端记者冀云客户端记者 周亚彬周亚彬 摄摄

66月月1010日日，，石家庄新乐市马头铺镇西名村农民在收获小麦石家庄新乐市马头铺镇西名村农民在收获小麦。。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贾敏杰摄贾敏杰摄））

在承德隆化县的东风村，智能插秧机成了当地现代化农业

的新帮手。

东风村村民韩亚峰说：“我们只需要人工把秧苗放在插秧台

上，随着机器往前运转，它就自动把秧苗插好了。”像这样带土移

栽的秧苗就像是坐着“营养专列”下田，根系完整、抗逆性强，既

便于实现机械化作业，又能实现高产、优质、高效的种植目标。

作为“河北大米之乡”的承德隆化共有3.5万亩稻田。过去，

农民完全依靠人力插秧，一天仅能完成半亩地的劳作；现在，有

了智能插秧机的帮助，平均每人每天可完成45亩地的插秧任务，

稻田中秧苗的漏插率和伤苗率也都大大降低。

除了机械化好帮手，这里还有田间管控“黑科技”——数字

化农业监控系统。

北京精波仪表有限公司技术人员侯凯旋介绍：“通过我们的

雷达流量计和声学多普勒流速仪以及智能闸门控制系统，对稻

田水量、水渠流速和水位进行实时记录。这样我们不仅可以远

程控制进水量，还可以将这些历史数据保存在云端，便于全程监

控水稻生长情况，真正实现科学种植。”

从“弯腰插秧”到“机械操控”，科技给

“老把式”换上了“新农具”，让传统农田变身

智慧农场。眼下，隆化正推动大米产业全链

条升级，隆化大米靠着科技赋能，准能香飘

万家、卖得更俏。

（长城网·冀云客户端记者 马心依）

科技赋能 解锁水稻种植新样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