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杨轶 为积极应对疫
情变化，保障今冬明春广大人民
群众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做好
市场保供稳价工作，华冠公司积
极响应政府号召，依托自有的物
流配送中心、近百个直采基地以
及丰富的供应商资源，加大民生
商品类物资储备，储备量同比增
加了2倍左右，确保生活必需品供
应充足。

华冠公司所有门店持续按照
疫情防控要求严格落实主体责
任，建立员工健康监测制度，定期
组织员工进行核酸检测。卖场每
两个小时对购物车、购物筐、电梯
等设备设施进行消毒处理并向顾
客公示消毒信息；所有进店人员
需要测量体温、佩戴口罩、检查健
康宝，严格遵守“一米线”规定，定
时通风消毒，为百姓提供放心安
全的购物环境。

在华冠购物中心超市区可
以看到，货架上，各种生鲜蔬
菜、米面等摆放得满满当当。据
了解，良乡华冠购物中心在扎实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基础上，密

切关注市场供求和价格变动，全
面了解市场供应情况，提前制定
预案，积极组织货源，增加商业
库存，确保群众关心的米、面、
油、肉蛋禽、新鲜果蔬等生活必
需品供应充足、价格稳定，切实
满足顾客需求。同时在商品供
应方面，华冠公司加大卖场内标
准化以及预包装商品占比，既能
够减少称重排队现象又可以有

效减少交叉传染，让顾客购物更
方便、更放心。

此外，华冠公司最新推出
的京心 APP，为消费者提供线
上线下全渠道服务。消费者不
仅可以前往门店选购，还可以
在京心 APP下单，商品安全有
保障，足不出户就能享受三公
里内最快 3分钟送达的新鲜到
家服务。

房山区做好保供稳价工作
全力保障群众需求

首都食品安全区县动态08

责编：陈钊琦 版式：武凯强

2021年11月26日 星期五
E-mail：tougao_cfs365@126.com

本报讯 随着北京顺义
区开启大规模“阳光温室”
建设，到“十四五”末设施
樱桃种植面积将达 2000
亩。今后，草长莺飞的初
春时节，越来越多市民就
能吃到甜美的樱桃了。

日前，在顺义区赵全
营镇的万汇生态农业采摘
园，吊装机器正在田间地
头忙碌，加紧施工，要在月
底前建成20亩樱桃温室大
棚。“大棚能抵抗大风、冰
雹、霜冻等各种自然灾害，
亩产量在1000斤到2000斤
左右，而普通露天樱桃的
亩产量大约是500斤。”园
区负责人王前说，设施樱
桃能提前上市1—2个月，
市场价格看好，比露地樱
桃经济效益增收3至5倍，
每亩产值约10万元。

顺义区的土壤和气候
适宜樱桃生长，种植面积
达7500亩，年产樱桃150万
公斤，产值6000万元，每年
采摘游客量达到 26万人

次，产值达到 6000万元。
区园林绿化局产业发展科
科长李九仁介绍，今年 9
月，顺义区园林绿化局制
定了《关于推进樱桃产业
发展的扶持办法》，开启大
规模设施樱桃“阳光温室”
建设，并帮助引进新技术、
新品种。2023年，第九届
国际樱桃大会将在顺义区
举办，为此，“十四五”期
间，顺义区将把打造樱桃
产业带作为林业产业重要
工作任务。

市园林绿化局产业发
展处高级工程师陈浩介
绍，近年来，北京果品产业
飞速发展，本土特色的苹
果、樱桃、梨、葡萄、板栗、
核桃等果品的年产量达到
5.1亿公斤，产值为35亿至
40亿元，带动了全市京郊
20余万户农民就业，户均
收入超过1.8万元，也为全
市森林覆盖率贡献了7.6个
百分点。

（《北京日报》）

顺义区规划樱桃产业带
京城“车厘子”将在初春上市

本报讯 郑秋颖 张蕊
提升商业品质，满足市民需
求，今年，怀柔区持续推进
便民商业网点建设，年内建
设提升基本便民商业网点
21个，完成年度任务140%，
进一步提升了市民生活便
利性。

作为怀柔区“疏解整治
促提升”工作的重点任务之
一，怀柔区今年便民商业网
点建设工作，重点聚焦丰富
扩大居民家门口生活圈。
年内新建的21个便民商业
网点，包括蔬菜零售、社区
超市、早餐店、美容美发店、
末端配送等业态，其中大部
分是怀柔本土或市区引进
的品牌连锁企业。

“今年我们引进的大型
连锁生活超市品牌涉及首
联益家、大星发、沃全鲜等，
综合销售蔬菜、水果、生鲜、
熟食等商品，可以满足周边
大型社区居民购物需求。”
怀柔区商务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特别是今年引进的3
家首联益家，不仅有效填补
了老城区点位空白，还有自
己的采购、物流团队，蔬菜、
水果等商品由货源地直供，
品类丰富、价格优惠。

首联益家超市于家园
店是此次服务周边新建社
区布局建设商业网点，经营
面积970平方米，百货、蔬
菜、水果等商品齐全，很受

周边市民欢迎。
住新新家园小区的陈

女士几乎每天都会到超市
购物。陈女士说：“超市开
了几个月了，离我家很近，
而且东西齐全，买得放心、
吃得安心，现在小区不少居
民都是这家超市的常客。”

在便利居民的同时，怀
柔区持续提升网点服务质
量。随着连锁品牌好适口、
魏家、和合谷、永和大王陆续
入驻，本土品牌天天香、健友
家小厨等改造升级，怀柔区
早餐供应品质、种类均有效
提高。

据了解，怀柔区自2016
年启动便民商业网点建设
工作。截至目前，全区35个
社区8项基本便民商业服务
功能社区覆盖率实现100%，
较工作启动之初提高43%，
共建成蔬菜零售、便利店、早
餐、家政、洗染、美发、末端配
送等基本便民网点229家。

接下来，怀柔区将依托
北京市生活服务业公共服
务平台，根据数据分析，分
业态、分街道、分社区布局，
有序推进商业便民网点全
方位、多层次、多元化覆
盖。同时，还将通过快速响
应12345热线诉求，精准布
局居民所需，积极引导企业
通过业态搭载探索复合化、
集约化的运营模式，实现一
店多功能。

怀柔区年内建成便民商业
网点21个 蔬菜水果商品齐全

本报综合 近日，农业农村部
发布首批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名
单，延庆获评2021年“全国休闲农
业重点县”。

从首批认定的60个县来看，
要成功创建全国休闲农业重点
县，需要具备以下四大特点：一
是县域资源特色鲜明。兼具自
然资源、文化资源、农业产业资
源等资源多样性特征。二是业
态丰富集聚分布。打造农家乐、
乡村民宿、休闲农庄等，且大多
有康养、科普教育基地等新业
态，成为县域优势主导产业。三
是带动增收效果显著。从事休
闲农业的农民就业占比和收入
平均水平高于全国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四是政策创新
先行探索。多地出台专门针对
休闲农业融资、用地、人才引进、
提档升级等方面的政策，加速资
源要素向休闲农业聚集。

坚持规划引领 推动特色发展

延庆区旅游资源丰富，拥有
A级以上旅游景区 13个，这对
于延庆休闲农业市场来说，意味
着巨大的流量红利和市场潜力，
可进行借势引流，提供服务配
套。为此，延庆区按照“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
理念，高标准编制了延庆区“十
四五”时期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规
划、休闲农业发展规划，明确发

展目标的同时，充分整合域内的
优质资源，促进休闲农业又好又
快发展。

依托冬奥、世园、长城三张世
界级金名片，延庆区精准对接游
客休闲度假的市场需求，集中发
力打造康庄园艺风情、四季花海、
八达岭长城文化、大庄科香草主
题、张山营冬奥冰雪、旧县创意农
业6大休闲农业片区，为乡村全面
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
支撑。

厚植农业本底 做强区域品牌

作为承担北京市粮、菜保供
责任的农业大区，近年来，延庆
区在突出农业的基础地位上下
手，进一步强化农业特色，大力
发展粮食、蔬菜、果品、花卉、林
下经济以及特色养殖，全区粮食
种植面积约15.2万亩，蔬菜播种
面积约 2.53万亩，花卉面积约
1.5万亩，初步形成有机杂粮、香
草、西甜瓜、食用菌等特色农业
产业。

推动这些农产品生产销售优
质化、品牌化、产业化，促进乡村
旅游市场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延
庆区还创建一批世界知名的特色
农产品品牌、乡村美食品牌、区域
民宿品牌、文化节庆品牌，通过线
上线下宣传推广，各品牌知名度
不断扩大，乡村休闲旅游市场动
力也更加强劲。

激活休闲元素 提升环境品质

从市场需求看，我国休闲农
业与乡村旅游发展前景广阔，具
有短时、短途、低价、平民化等特
点，适合大众化消费需求，但游客
群体对乡村旅游基础设施、管理
服务、内涵品质等方面的要求较
高，希望能够体验到高品质的乡
村休闲旅游产品。近年来，延庆
区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深
入实施355个美丽乡村建设，大力
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不断完
善基础设施，持续加强常态化、长
效化管理，取得显著成效，“一村
一景”“一村一韵”乡村初具雏形，
环境资源优势已经转化为休闲农
业发展强势。

如今，延庆区依托培育3个
中国美丽休闲乡村、2个北京市
美丽休闲乡村、10个全国“一村
一品”示范村、6个北京市特色产
业村的基础上，跨界配置农业与
文化、旅游、教育、康养等要素，精
心打造“乐享妫川”休闲农业旅游
线路和100个精品民宿品牌。苹
果、花茶、小米、葡萄等大批优质
农产品和乡村美食产品受到游客
青睐，“共生社区”示范村和休闲
农业重点片区创建工作也在不断
深入，城乡融合发展、联农带农共
同富裕势头更足，全国一流、世界
领先的乡村休闲旅游目的地正在
崛起。

延庆区入选全国首批休闲农业重点县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