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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于丽爽 北京
海淀区农业部门10月底圆
满完成“三秋”生产工作，
全区秋粮收获面积6512.7
亩，产量2167.5吨。其中京
西稻2100亩，产量约1000
吨，占了近一半。冬小麦
播种面积308.2亩，同比增
加105%。

“今年气候比较特殊，
对农业生产造成不小影
响。我们联合气象、统计部
门建立预警机制，提前发布
气象信息，有针对性地指导
种植户科学开展‘耕种管收
’，尽一切可能降低灾害损
失。”海淀区农业农村局副
局长于腾飞介绍。

海淀今年种植京西稻
2100亩，使用体型小、操作
灵活的履带式收割机收获
京西稻，大幅提高了作业
效率，减少了机收损耗。
海淀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
中心开展京西稻提纯复
壮，产出越富原种3000余

斤，为来年播种做好储备。
农服中心还举办农业

生产专题技术培训 20余
次，提供技术指导300余人
次，为粮食生产提供最接
地气的技术支持。

海淀区组培室发挥自
有种业技术优势，还为本
地20余个农业园区提供甘
薯脱毒苗20余万株，开展
技术指导30余次，比普通
甘薯苗亩产量提升近20%。

海淀区农业综合执法
大队开展农资打假专项行
动，对市场上种子、农药、化
肥等领域开展执法检查
1507次，出动执法人员4045
人次，严厉打击制售劣质产
品、“三无”产品等违法行为，
为粮食生产营造良好环境。

海淀区还稳妥落实种
粮补贴、耕地地力保护补
贴、农业保险等惠农政策，
共发放补贴资金260余万
元，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了
种粮积极性。

本报讯 王星月 日前，
从昌平区园林绿化局了解
到，今年受冰雹天气及新冠
肺炎疫情的双重影响，该区
果品生产销售遭遇挑战。
尤其是苹果进入成熟期后
该区又突现局部疫情，广大
果农面临果品外运难、运费
高、配送量大等问题。为解
决苹果外销寄递困难问题，
区园林绿化局及时对接中
国邮政昌平分公司，在大力
发展线上直播、微店等销售
模式的同时，联合推出多重
惠农助农政策措施，助力苹
果销售，为果农排忧解困。

一大早，在北京中卡友
好采摘园内，工人们正有条
不紊地忙碌在各条“战线”
上。果园内的苹果经过包
装后，由取件员上门取件，
发送到全国各地的消费者
手中。看着一箱箱苹果陆
续被装车运送走，果园负责
人高振军长长地松了口气。

高振军介绍，北京中卡
友好采摘园共305亩，其中
苹果种植面积达260余亩，
今年果园受冰雹天气影响
较小，产量达30余万斤。多
年来积攒的客源让苹果不
愁卖，但受疫情影响，物流
配送问题却让她犯了难，
“要么配送费用特别高，要
么物流服务不够好，损害我
们的果品质量，引起消费者
不满。”正当她一筹莫展之
际，区园林绿化局推荐她可

以尝试利用邮政渠道寄递
苹果。“咱们中国邮政昌平
分公司给我们果农最低的
配送费用，算起来比其他物
流能便宜一半，而且就算只
有一件货也提供上门取件
服务，真是解决了我们的大
难题，我心里这块‘石头’可
算是落下了。”高振军心满
意足地说。

为让昌平苹果能够快
速、准确、安全、方便地到达
消费者手中，中国邮政昌平
分公司以远低于市场上的
价格为果农提供快递包裹
“标准箱”业务。同时，在保
留现有“全国通”果品寄递
服务的基础上，加速快递服
务，开通邮政助农“极速鲜”
专线邮路，并专门制作了带
有“北京昌平”标识的EMS
“极速鲜”标准箱，免费提供
给果农使用。

中国邮政昌平分公司
大客户经理张玉娟介绍，
“极速鲜”专线邮路取件路
线东起兴寿镇上西市村，
西达流村镇、北至十三陵
镇，每天有近50个固定取
件点位，实现了昌平果品
寄递服务的全覆盖。

下一步，区园林绿化
局还将在残次果收购、优
质果品远销等方面继续与
大中型国企展开深度对接
与合作，进一步为广大果
农争取便利实惠，着力提
升果农的获得感、幸福感。

本报讯 尹星云 11月11日
上午9点，在朝阳区工作的白
领小潘刚刚完成打卡坐到工
位，就收到了快递送来凌晨抢
购的货品。小潘开心地和同
事们分享着自己的购物心得。

马坊物流基地，位于北京
市平谷区马坊镇，是全国示范
物流园区，国家骨干冷链物流
基地。地处京津冀交汇处，首
都经济圈、环渤海经济圈的重
要节点，具备“公、铁、水、航”
多式联运的优良条件。京平
高速横贯东西，连通首都机
场，直达天津港。省道密三路
纵贯南北，北接密云，南接河
北省三河市。平谷铁路作为
北京市唯一的地方铁路，向南
联通京哈线，向北延伸可连接
大秦线，融入全国铁路网。

小潘使用的购物平台，是
一家主攻仓储生鲜果蔬配送的
新零售平台，配送地就位于马
坊物流基地。抽样检测、叉车
运送、智能分拣、货单核对、分
装打包、装车配送……工人们

每天24小时轮番作业，确保第
一时间将货品配送到消费者手
中。平台借助自有农庄及源头
直采的优势，加强货品储备，保
障14大品类4000多种货品不
断货，严格质量标准，做到保供
应、保品质、不涨价。

在马坊物流基地，同品类
的购物平台还有很多。目前，
新冠疫情仍处于常态化防控
阶段，严守“外防输入”冷链关
口，保证“冷链不掉链”，筑牢
首都安全防疫屏障，是马坊物
流基地当前工作的重点。位
于基地的北京冷链在线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拥有的1.8万
吨自动化冷库，进驻的生鲜农
产品、肉类、医药等冷链物流
企业发展稳定。全力打造集
动态储备、流通加工、安全检
测和食材共配于一体的全产
业链条，最大限度提高冷链物
流的规模化、集约化和数智化
水平。

马坊物流基地已建立起
完善的物流中转台账，形成完

备的货物流转链条。每批次
货物流转信息，均录入“北京
市冷链食品追溯平台”，收货
人信息、运送、中转地及配送
地址进行详细记录，节省货物
抽调时间及人力，大大节约成
本，确保溯源精准度。基地内
的冷链企业，严格落实‘北京
冷链’电子追溯码，出具同批
次物品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同
批次物品消毒证明及检验检
疫证明，确保冷链系统安全。

据悉，“三区一口岸”是北
京市委市政府赋予平谷区的
功能定位，已经纳入全市的发
展大战略。目前，马坊物流基
地正在全力建设农副产品食
材供应链基地，着力打造农副
产品绿色智慧供应链基地。
基地建成后可达到全年3万吨
蔬菜、5000吨肉类的动态储备
和周转能力，能够有效缓解突
发事件对城市应急物资保障
的压力，为服务保障首都人民
的菜篮子、肉篮子、果篮子保
驾护航。

昌平区政企携手
助力苹果销售解农愁

平谷区马坊物流基地24小时保供首都 海淀区秋粮
收获2167.5吨

本报讯 宋红英 随着冬季
供应期到来以及疫情防控形势
的变化，西城区将多措并举做
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工作，
确保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

在位于西四的金瀛新街
口便民服务中心，果蔬区内摆
放着新鲜的蔬菜和水果，“目
前中心商品供应充足，每天都
进新鲜的蔬菜水果，肉蛋奶、
粮油供应链供应稳定。”相关
负责人介绍，受今年秋季蔬菜
主产区大范围降雨以及当前
北方大棚和南方产区蔬菜尚
未达到批量上市条件等因素

影响，此前蔬菜价格波动较
大，尤其绿叶菜，目前价格已
经回落并趋于稳定，供应充足
满足居民生活需求。

什坊小街的一家百姓生活
馆内，当天的平价菜有油菜、韭
菜、蘑菇、娃娃菜等，平价水果
有蜜桔等，一位居民采购了油
菜、西兰花、扁豆，花了12元出
头。她说：“蔬菜价格落了，每
天都买新鲜的吃。”此外，为了
防控疫情，服务中心坚持每天
三次消杀，公共区域每2小时
消毒一次，员工一天查两次体
温，打造安全消费环境。

10月下旬以来，全区生活
必需品物资储备库整装待命，补
货机制通畅运转，足以确保全区
民用防疫用品和生活必需品供
应的稳定投放。区商务局鼓励
企业丰富采购渠道，多方寻找品
质好价格较低的供货基地直接
采购蔬菜，同时指导相关企业，
在满足疫情防控要求的情况下，
适时推出特价蔬菜，满足不同群
体的需求，同时加大推出平价蔬
菜的力度，降低蔬菜价格上涨带
来的影响。未来，区商务局将持
续关注市场供应情况，确保民生
需求和市场稳定。

西城区加大推出平价蔬菜力度

本报综合 为稳固农产品
价格、保障市场供应，做好今
冬明春蔬菜水果等农产品保
供稳价工作，近日，顺鑫石门
市场免除整车运送蔬菜和苹
果、梨、柑橘、橙子和柚子5类
国产水果进场交易费用，全力
保障百姓“菜篮子”。

为做好北京市今冬明春
蔬菜水果保供稳价工作，按照
北京市政府和市商务局、发改
委、财政局统一部署，顺鑫石
门市场迅速响应，积极组织商
户做好蔬菜及相关水果产销
对接，深入产地联系货源，全
力保障市场蔬菜和5类水果量

充足、价稳定。顺鑫石门市场
自今年11月1日晚7时起至
2022年3月15日，免除整车运
送蔬菜和苹果、梨、柑橘、橙子
和柚子5类国产水果进场交易
费用。

随着这一惠商政策的出
台，降低商户经营成本，调动商
户经营热情，更多地吸引和组
织产地货源进京，货源增加，价
格下降，“蔬菜红包”惠及市
民。同时，为保障场内食品安
全，顺鑫石门市场依托专业检
测技术公司，通过每车快检和
每日抽检制度，对进场蔬菜等
各类农产品进行重点检测，有

效保障上市产品的安全，让市
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顺鑫石门市场副经理单
宝华介绍 ，这项政策持续到
2022年3月15日，预计将免除
蔬菜、水果进场车辆3.2万余
车次、进场交易费800余万元，
有效降低商户经营成本，保证
农产品稳定供应。目前，顺鑫
石门市场保持蔬菜日均上市
量约207万公斤，另储备3000
吨蔬菜在库，保证不断货、不
脱销，价格稳定。结合疫情期
间农副产品供应实际，市场加
大交易价格现场巡查，严禁哄
抬价格、囤积居奇等行为。

顺义区顺鑫石门保障蔬菜不断货不脱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