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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乡村振兴与农业现代化战略背景下，特色农业产业园成为推动区域产业升级的重要载体。天津宝坻四

六瓣大蒜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虽具备良好的种植基础与品牌潜力，但仍面临产业链短、技术渗透不

足、三产融合薄弱等发展瓶颈。本文基于现代农业视角，深入分析了宝坻四六瓣大蒜的特点、现状及发

展潜力，综合运用文献分析、实地调研及案例对比法，提出宝坻大蒜产业园的差异化建设路径，并对其

未来发展进行了全面展望。通过加强种质资源保护、推进标准化种植、拓展深加工领域、强化品牌建设

与营销、促进产业融合等措施，有望将宝坻四六瓣大蒜产业园打造成为具有区域特色和市场竞争力的现

代农业产业园区，为推动宝坻地区农业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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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strategic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parks have become crucial carriers for promoting regional industrial up-
grading. As a National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Product, Tianjin Baodi “Four-Six-Clove” Garlic pos-
sesses a solid cultivation foundation and brand potential, yet still faces development bottlenecks 
such as a short industrial chain, insufficient technological penetration, and weak integration of 
three indust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 agriculture, this paper conducts an in-depth anal-
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current status, and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Baodi “Four-Six-Clove” Gar-
lic. By integrating literature review, field research, and case comparison methods, it proposes a dif-
ferentiated construction pathway for the Baodi Garlic Industrial Park and provides a comprehen-
sive outlook for its future development. Through measures such as strengthening germplasm re-
source protection, promoting standardized planting, expanding deep-processing fields, enhancing 
brand building and marketing, and facilitating industrial integration, the Baodi “Four-Six-Clove” 
Garlic Industrial Park is expected to become a modern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park with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market competitiveness, injecting new vitality into the agricult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of the Baodi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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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连续出台 13 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始终将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置

于国家战略核心地位，并明确提出“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目标导向。在全球农业数字化转型与乡

村振兴战略双重驱动下，现代农业产业园通过整合技术、资本与产业链资源，已成为推动农业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引擎。在此政策框架下，我国《“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进一步强调需依托地域

特色农产品打造“生产 + 加工 + 科技”一体化产业集群[1]。 
天津宝坻区作为京津冀农产品供给核心区，其“四六瓣紫皮大蒜”凭借独特的辛辣品质与药用价值，

于 2013 年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并入选“津农精品”品牌矩阵。然而，当前宝坻大蒜产业仍面临多重

挑战：其一，产业链条短，以鲜蒜销售为主，黑蒜、蒜素等高附加值产品开发滞后；其二，技术渗透率

低，除北斗导航播种外，智能分选、病害预警等环节仍依赖人工；其三，三产融合不足，文旅资源未有效

激活，品牌溢价空间受限。在此背景下，探索现代农业视角下的产业园建设路径，既是破解区域产业升

级瓶颈的关键举措，亦为同类小品种特色农产品规模化发展提供范式参考。 

1.2. 相关案例分析 

山东省、河南省和江苏省，作为中国大蒜产业的三大核心产区，孕育了众多知名的现代农业产业园。

其中，山东金乡、河南杞县、江苏邳州等地的产业园尤为突出，它们不仅在国内市场享有盛誉，也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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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借鉴这些先进产业园的成功经验，对于推动宝坻大蒜产业的发展与升级具有重

要意义。 
(1) 山东金乡 
山东金乡县，作为世界大蒜种植收购、生产加工、贸易流通的中心，享有“世界大蒜看中国、中国

大蒜看金乡”的美誉。常年种植大蒜 70 万亩，带动周边超过 200 万亩，拥有 400 余万吨的冷藏能力和

1200 多家加工企业，年加工能力达 110 万吨，产品出口 170 多个国家和地区，占全国加工出口量的 70%
以上。金乡大蒜已经形成了“种植–冷藏、加工–贸易”的全产业链布局，并致力于精深加工，开发出

40 余种深加工产品，推动了产业链的延伸和产品附加值的提升。此外，金乡通过电商赋能、品牌建设和

庞大的经纪人群体，实现了大蒜产业的健康发展，2023 年，金乡大蒜品牌价值高达 218.19 亿元，位居国

内大蒜首位[2]。 
(2) 河南杞县 
河南省杞县，被誉为“中国大蒜之乡”，在大蒜产业上取得了显著成就。为了进一步提升产业质量，

杞县选择了优新品种进行种植，并统一了生产加工标准，从而解决了过去品种单一、更新慢的问题。通

过规模化发展，杞县大蒜种植面积稳定在 70 万亩，年产大蒜 96 万吨。杞县的另一大法宝就是精深化加

工，一方面是将大蒜精细化处理，让大蒜变得更加精致美观；另一方面是高端化精品加工，生产蒜米、

蒜泥、蒜粉等高附加值的大蒜制品。产业链的完善，包括种植、储藏、加工、销售和研发环节，为杞县大

蒜产业提供了坚实的支撑。此外，杞县还建立了大蒜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该中心对推动“三品一标认证” 
和可追溯体系建设、提升大蒜产业质量效益、完善大蒜产业链条以及品牌化打造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这

些努力使杞县大蒜及其加工产品成功进入国际市场，年出口额达到 1000 万美元，显著促进了农民增收和

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3]。 
(3) 江苏邳州 
江苏邳州，作为中国著名的大蒜之乡，其大蒜产业已成为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种植面积超 60 万亩，年产量超 70 万吨，年交易量达 100 万吨，原蒜销售总收入超 60 亿元，品牌价值高

达 142 亿元。通过技术创新、产业链延伸和市场拓展，邳州不仅实现了大蒜产业的全程机械化和智能化，

还建立了覆盖种植、深加工、贸易、研发、市场服务的完整产业链，提供就业岗位 5000 多个，亩均纯收

益 1 万元左右，显著提升了蒜农收入，并成功打开国际市场，产品出口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4]。 
 
Table 1.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three major garlic-producing regions in China 
表 1. 国内三大蒜区产业对比分析表 

维度 山东金乡 河南杞县 江苏邳州 对宝坻的启示 

核心定位 全球大蒜贸易中心 标准化生产与质量标

杆 
技术创新与全产业链示

范 
结合京津冀区位优势，定位

“精品鲜蒜 + 文旅体验” 

种植规模 - 核心区 70 万亩 
- 带动周边 200 万亩 

- 稳定 70 万亩 
- 年产 96 万吨 

- 60 万亩 
- 年产量 70 万吨 适度规模，避免盲目扩种 

加工能力 

- 加工企业 1200 家 
- 年加工 110 万吨 
- 深加工产品 40 余种

(黑蒜、大蒜胶囊) 

- 精深加工占比 35% 
- 主打蒜米、蒜泥、

蒜粉 

- 深加工占比 47% 
- 黑蒜、蒜油、大蒜素 

优先开发 2~3 款高附加值单品

(如黑蒜、大蒜胶囊) 

出口与 
市场 

- 出口 170 国 
- 占全国加工出口量
70% 

- 年出口额 1000 万美

元 
- 突破欧盟市场 

- 出口 30 余国 
- 原蒜销售收入 60 亿

元 

瞄准日韩高端市场，开发小包

装、富硒认证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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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品牌价值 218.19 亿元(2023) 地理标志+欧盟认证 142 亿元(区域品牌) 强化“六瓣红”地理标志品牌

IP，设计统一视觉标识 

技术创新 - 自动化分选设备 
- 电商渗透率 35% 

- 大蒜质量追溯系统 
- “三品一标”认证 

- 全程机械化率 80% 
- 专用收获机损伤率  
< 5% 

引入北斗导航播种机、AI 分选

设备，建立数据管理平台 

政策支持 国家级农业产业园政

策 
省级大蒜工程研究中

心(3 家) 
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专

项资金 
申报天津市特色农业产业园，

争取宝坻四六瓣专项补贴 

农户收益 亩均纯收益 8000 元 亩均纯收益 7500 元 亩均纯收益 1 万元 
通过“企业 + 合作社”模

式，目标亩均收益提升至 1.2
万元 

短板与 
风险 

- 鲜蒜价格波动大 
- 过度依赖出口 

- 加工企业规模偏小 
- 品牌溢价有限 

- 冷链物流成本高 
- 国际市场竞争加剧 

需防范机械化投入成本过高、

深加工市场接受度不足等风险 
 

结合山东金乡、河南杞县与江苏邳州大蒜产业的成功经验[5]，宝坻大蒜产业应聚焦“精品化、智慧

化、协同化”升级路径(见表 1)，宝坻大蒜产业可围绕以下方向实现升级：首先强化科技赋能，借鉴金乡

的产学研合作模式，通过引入北斗导航播种机等智能装备(如庆义家庭农场已实现的机械化种植) [6]，提

升全程机械化与智慧农业水平；其次延伸产业链价值，参考杞县的深加工路径，开发富硒认证、礼盒装

等高附加值产品，并依托新投入的智能冷库完善仓储物流体系；同时深化品牌战略，借助“六瓣红”地

理标志优势，通过丰收节、电商直播等线上线下融合营销，扩大“津农精品”品牌国际影响力；最后推

动协同发展，整合政府引导(如非遗技艺保护)、企业创新(如四季葆丰冷库的智能化运营)与农户参与，构

建“种植–加工–销售”全链条生态，实现亩均收益提升与乡村振兴的良性循环。 

2. 天津宝坻四六瓣紫皮大蒜特点与价值 

2.1. 宝坻四六瓣紫皮大蒜的特点 

1. 外观特征 
宝坻大蒜以六瓣为主，茎盘上围成一轮，蒜皮为紫红色，蒜瓣洁白、均匀、饱满，鲜嫩多汁，口感辛

辣，脆香浓郁，风味独特，肉质肥厚。 
2. 口感风味 
口感辛辣浓郁，汁液粘稠、蒜香醇厚，具有较高的食用价值。无论是用于烹饪调味还是制作蒜制品，

都能为菜肴增添独特的风味。 
3. 营养成分 
经实验证明，对比与其他大蒜，宝坻大蒜中的微量元素、含硫有机化合物、蒜氨酸等含量高于普通

大蒜。可缓解、抑制糖尿病症状及其并发症、有抗氧化和抗癌作用，和普通大蒜相比，天津宝坻四六瓣

老种子大蒜具有更大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 

2.2. 宝坻四六瓣紫皮大蒜的价值 

1. 经济价值 
(1) 增加农户收入，带动农村经济。宝坻四六瓣大蒜生产过程繁琐，亩产远低于其他品种，单价相比

于其他品种偏高，在宝坻四六瓣大蒜的生产环节利用北斗卫星系统，实现精准种植，提高效率和产量，

促进收入；利用虚拟主播，带动线上销售，促进农民增收；进行衍生品生产，增加收入来源；开展农家

乐，促进农民从事非农产业和服务业，提高其收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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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供更多岗位，带动农村就业。在宝坻四六瓣大蒜种植、销售、物流全产业链的各关键环节都需

要大量的人力资源，为当地人提供就地谋生的岗位，带动农村就业。全产业链的搭建有助于推动宝坻区

“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产业强镇、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推进农村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和科技示范园区建设”。通过打造宝坻区智慧农业体系，充分发挥乡村地区

的资源优势，促进农业与工业、互联网、旅游等产业融合，建设新兴产业。 
2. 文化价值 
(1) 保护和传承蒜辫文化。蒜辫是为方便保存与运输大蒜而发展出的编制技艺，是蒜农运用巧妙的手

法编制出的特色民间艺术品，其承载着中国农户生活方式的信息，更体现着中华民族的农耕文化。本项

目的产品以蒜辫形式进行宣传与售卖，将蒜辫文化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仅增加品牌记忆点、扩大

知名度，更是契合了消费者的新鲜感或是怀旧感，进一步将蒜辫文化保护和传承下去。 
(2) 推动更大范围老种子的传承和发展。项目所搭建的从田间到餐桌的全产业链、在技术环节关于播

种技术、保鲜技术、储存技术以及物流技术的创新、在销售环节关于农产品+虚拟电商直播的创新、在营

销环节关于 IP 形象蒜嘟嘟的创新等，都具有很强的可移植性与实操性。大部分老种子的进一步推广与销

售，都可复刻本项目的模式，以此来提高品牌知名度，增加自身的竞争力，将老种子带入大众视野，更

好的保护和传承老种子。 
(3) 促进城乡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项目在宝坻产地搭建农产体验区，为城市居民提供体验农耕文

化的机会与平台，让城市居民深入实地了解和感受耕种过程，更加深刻理解和欣赏中华农耕文化的精髓。

同时乡村居民也可通过该互动，与城市居民建立进一步友好的联系。 

3. 宝坻四六瓣大蒜产业园发展现状 

3.1. 目前的生产种植情况 

3.1.1. 种植规模与分布 
目前，宝坻四六瓣大蒜的种植规模相对较小，整体种植面积约为 13,000 亩，主要分布在宝坻区的部

分乡镇(见图 1)。由于受土地资源、种植成本、市场风险等因素的限制，种植面积难以扩大。 
 

 
Figure 1. 2025 estimated planting area of Baodi garlic in various townships 
图 1. 2025 年宝坻大蒜各乡镇预估种植面积 

3.1.2. 种质资源与生产技术 
目前，宝坻四六瓣大蒜面临着蒜种退化的危机，由于种植难度、种植收益等方面的问题，在生产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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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方面，部分农户仍采用传统的种植方式，尽管宝坻区已在部分环节试点机械化(如北斗导航播种机)，但

整体仍存在“环节割裂化、设备低适配、技术渗透弱”三大短板。病虫害防治、施肥浇水等环节存在一

定的问题，影响了大蒜的产量和品质。 

3.1.3. 储存与运输 
在宝坻四六瓣大蒜储运方面，大部分蒜农仍采用原始落后的方法，近年来，气温持续高升，宝坻大

蒜储存出现发黄、干瘪、软烂的现象，产生大量的损耗，导致销售时间短，库存数量紧缺。同时，大蒜规

格仅靠蒜农的经验，缺乏统一标准，导致售后问题频发；而在运输途中，大蒜可能出现热捂、摔伤等，加

速大蒜腐烂，影响产品质量，不利于品牌化建设。 

3.1.4. 加工与销售 
当前宝坻四六瓣大蒜产业仍处于初级加工主导阶段，高附加值产品开发能力薄弱，导致产业链价值

挖掘不足，产品结构单一，技术附加值低 现有加工以蒜米(占比 65%)、蒜片(占比 25%)等粗加工为主，

缺乏黑蒜、大蒜素、冻干蒜粉等高附加值产品布局。宝坻大蒜深加工产值仅占产业总值的 18%，远低于

山东金乡(52%)、江苏邳州(47%)。 
产业链短，品牌溢价缺失在销售方面，集中销售在京津冀地区，主要以传统的农贸市场、批发零售

为主。由于缺乏高附加值产品矩阵，“宝坻大蒜”品牌溢价能力受限。尽管“六瓣红”获地理标志认证，

但终端产品仍以散装原料形式流通(占销售额的 75%)，未形成类似“金乡黑蒜”(礼盒装溢价 300%)的高

端产品线，导致品牌价值难以释放。此外，农户品牌意识薄弱，缺乏宝坻大蒜品牌文化宣传、推广，虽以

独特的品质占据部分市场，但仍是小众品牌。 

3.2. 目前产业园建设情况 

近年来，尽管宝坻区政府在推动宝坻大蒜发展方面做出了诸多努力，但当前宝坻大蒜的发展仍面临

一些挑战。 
一方面，产业园规模较小限制了宝坻大蒜的产业集聚效应和市场竞争力。由于规模有限，难以吸引

大型企业入驻和投资，从而影响了产业链的延伸和拓展。同时，小规模的产业园也难以承载更多的科研

投入和技术创新，不利于宝坻大蒜品质的持续提升和品种的进一步优化。 
另一方面，政策扶持力度较弱也成为制约宝坻大蒜发展的重要因素。虽然政府启动了“宝坻大蒜品

种提纯复壮计划”并召开了产业发展研讨会，还积极打造品牌和开发高附加值产品，但在资金投入、税

收优惠、土地政策等方面的扶持力度仍显不足。例如，在产业园建设方面，目前宝坻大蒜产业园的建设

情况很不理想，缺乏实质性的进展；在税收优惠方面，力度不够大难以吸引更多的企业参与宝坻大蒜产

业的发展；在土地政策方面，土地流转难度较大，限制了规模化种植的发展。 
为了进一步推动宝坻大蒜的发展，宝坻区政府应加大对宝坻大蒜产业园的建设力度，扩大产业园规

模。可以通过整合土地资源、优化产业布局、引进龙头企业等方式，提升产业园的集聚效应和市场竞争

力。同时，政府还应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在资金投入、税收优惠、土地政策等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例

如，设立宝坻大蒜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用于支持产业园建设、科研创新、品牌推广等；加大税收优惠力

度，鼓励企业加大投资和创新力度；优化土地政策，降低土地流转成本，促进规模化种植的发展。 
此外，宝坻区还应加强与科研机构和高校的合作，加大对宝坻大蒜的科研投入，提高宝坻大蒜的品

质和附加值。可以通过开展品种选育、栽培技术创新、深加工技术研发等方面的合作，推动宝坻大蒜产

业的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同时，还应加强品牌建设和营销推广，可以通过举办大蒜文化节、参加农产

品展销会、利用新媒体进行宣传推广等方式，扩大宝坻大蒜的市场份额和影响力，提高宝坻大蒜的知名

度和美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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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宝坻四六瓣大蒜现代农业产业园的规划构想 

4.1. 总体目标 

以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宝坻大蒜为核心，打造智慧生产链、科研加工链、三产融合链，构建“一核

三链”产业体系。通过科技赋能、整合资源、优化产业布局、提升产业附加值，实现宝坻四六瓣大蒜产

业的可持续发展，为地方经济增长和农民增收做出积极贡献。 

4.2. 建设宝坻四六瓣大蒜产业园的作用 

1. 保护种质资源 
宝坻四六瓣大蒜是一种珍贵的种质资源，建设产业园可以加强对其种质资源的保护和创新。通过建

立种质资源库、开展品种选育等措施，确保品种的纯度和优良品质，为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基础保障。 
2. 提高产业竞争力 
产业园的建设可以整合资源，优化产业布局，提高产业的规模化、标准化和集约化水平。通过推进

标准化种植、拓展深加工领域、强化品牌建设与营销等措施，提升宝坻四六瓣大蒜的市场竞争力，扩大

市场份额。 
3. 促进农民增收 
发展宝坻四六瓣大蒜产业，可以增加农民的收入来源。通过产业园的带动，实现规模化种植、产业

化经营，提高大蒜的产量和品质，增加农民的经济收益。同时，产业园还可以为农民提供就业机会，促

进农村劳动力转移。 
4. 推动产业升级 
建设宝坻四六瓣大蒜产业园，通过采用现代化科技和管理方法，提高大蒜的产量和质量，发展大蒜

深加工，实现宝坻四六瓣大蒜现代化，推动宝坻四六瓣大蒜产业升级。 
5. 实现乡村振兴 
宝坻四六瓣大蒜产业园的建设，可以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如农资供应、加工制造、物流配送、乡

村旅游等，促进农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4.3. 宝坻四六瓣大蒜产业园发展策略 

4.3.1. 加强种质资源保护与创新 
1. 建立种质资源库 
设立宝坻四六瓣大蒜种质资源库，收集、保存和管理各种优良品种和种质资源。对种质资源进行分

类、鉴定和评价，为品种选育和创新提供基础材料。 
2. 加强种质资源保护 
制定种质资源保护政策和措施，加强对宝坻四六瓣大蒜种质资源的保护。严格控制外来品种的引进，

防止种质资源的流失和退化。 
3. 开展品种选育 
加大对宝坻四六瓣大蒜品种选育的投入，组织科研机构和企业开展品种选育工作。通过传统育种和

现代生物技术相结合的方式，培育出高产、优质、抗逆性强的新品种。 

4.3.2. 推进标准化种植 
1. 制定种植标准 
制定宝坻四六瓣大蒜标准化种植技术规程，包括土壤选择、施肥浇水、病虫害防治、采收储存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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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提高大蒜的产量和品质。 
2. 科技赋能种植 
依托北斗导航与人工智能技术，构建精准化种植管理体系：在播种环节，引入北斗导航播种机优化

行距与播种深度，显著提高出苗均匀性与效率；在田间管护中，通过多光谱无人机巡航监测病虫害，结

合 AI 图像识别生成施药热力图，指导植保无人机变量喷洒农药，减少药量，同步提升生态效益与生产效能。 
3. 建设示范基地 
建设宝坻四六瓣大蒜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发挥示范带动作用。通过示范基地的建设，向农民展示

标准化种植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农民的种植水平。 
4. 加强技术培训 
组织开展宝坻四六瓣大蒜种植技术培训，提高农民的科学种植意识和技术水平。邀请专家学者和技

术人员进行现场指导，解答农民在种植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4.3.3. 拓展深加工领域 
1. 发展深加工产品 
加大对宝坻四六瓣大蒜深加工的投入，开发出蒜粉、蒜油、大蒜保健品等深加工产品。提高产品的

附加值，拓展市场空间。 
2. 引进加工企业 
积极引进国内外先进的大蒜加工企业，提升宝坻四六瓣大蒜的加工水平。鼓励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和

产品研发，提高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 
3. 建立加工园区 
规划建设宝坻四六瓣大蒜加工园区，整合加工资源，提高产业集中度。加强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为企业提供良好的生产环境。 

4.3.4. 强化品牌建设与营销 
1. 打造品牌形象 
制定宝坻四六瓣大蒜品牌发展战略，打造统一的品牌形象。正如“海南椰子”“长沙臭豆腐”一样，

每个城市都有其特色的城市名片。我们将致力于把“四六瓣”打造成天津宝坻的城市名片，以提高宝坻

大蒜的品牌知名度。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广泛宣传宝坻四六瓣大蒜的品牌形象和产品优势。

举办大蒜节、美食节等活动，提高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2. 拓展销售渠道 
建立多元化的销售渠道，以传统渠道进行流通销售。通过小卖铺、零售商、个体超市、生鲜店、批发

市场等传统方式进行销售，与其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利用点位优势、先发优势增加市场用户粘性，培

养用户忠诚度，为市场扩张建立良好基础。同时正在针对抖音、小红书等社交软件的特性，进行销售直

播策划。与传统电商相比，直播电商提供深度实时、富媒体形式的商品展示，为用户带来了更丰富、直

接、即时的购物体验，拥有强互动性、强专业性与高转化率等优势。 

4.3.5. 推动三产融合发展 
1. 产业联动 
加强宝坻四六瓣大蒜产业与农资供应、加工制造、物流配送、乡村旅游等相关产业的联动发展。形

成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2. 文旅赋能 
结合宝坻四六瓣大蒜的种植和加工，发展乡村旅游。开发大蒜采摘、农事体验、农家乐等旅游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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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发展宝坻大蒜农产品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延长产品产业链。 
3. 培育新型经营主体 
培育壮大宝坻四六瓣大蒜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发挥新型

经营主体的示范带动作用，提高产业的组织化程度。 

5. 结语 

基于现代农业视角，天津宝坻四六瓣大蒜产业园的建设，以“科技赋能产业链、生态激活价值链、

品牌重塑文化链”为核心路径，构建起集种质保护、智慧种植、科研加工、三产融合于一体的现代农业

示范平台。通过产业园载体，集成北斗导航播种、AI 分选等关键技术，推动亩均收益提升至 1.2 万元；

依托“宝坻大蒜”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化运营，打造“津农精品”标杆，让四六瓣大蒜从“土特产”

升级为“城市名片”。产业园的建设不仅为老种子基因库保护提供实体支撑，更以“小品种驱动大振兴”

的示范效应，辐射带动区域农业现代化，成为京津冀乡村振兴的特色实践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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