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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对乡村振兴来说，“特色”
已是当下的普遍共识。近年来，城市
副中心西集镇沙古堆村、于家务乡果
村、漷县镇柏庄村等一批村庄入选国
家级“一村一品”示范村，一批村域特
色明显、附加值高的主导产品涌现。

西集樱桃

提到西集，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樱桃”。1996年，第一批试种的
樱桃盛产了，种植樱桃的村民乐开了
花。“当时我们村的樱桃卖到了30元
一斤。”村支书皮兆泉欣慰地说。

吃到甜果子，村民开始大规模种
植樱桃，2005年西集镇第一届樱桃采
摘季活动在沙古堆村举行，如今已经
到了第十六届。2007年，沙古堆村全
部种上了樱桃，也因此获得了全国
“一村一品”示范村国家地理标志称
号。再后来，与沙古堆村相邻的儒林
村、供给店村、小辛庄村，也成了远近
闻名的樱桃种植专业村。

目前，西集镇的大樱桃种植面积
达1万亩以上。种植形成规模后，镇里
又瞄准“西集樱桃”的旅游价值及生态
效益，打造“农旅结合”精品樱桃园。

张家湾葡萄

张家湾葡萄是北京市首个以乡
镇级别地域名称命名的国家地理标
志产品。据介绍，目前该园区引进有
38个葡萄品种，占地约36.5公顷，采
用标准化、全天候的避雨栽培。同

时，开发智能化种植，帮助张家湾葡
萄质量向有机转型，提升品牌效益。

现在，张家湾已经形成了完整成
熟的葡萄种植经验，葡萄品种优、新、
奇、特。通过承担国家“948”国内外鲜
食葡萄引进等多个项目，张家湾已有
不同颜色、不同形状、不同熟期的优
质葡萄品种百余个，种植面积全市最
大，品种最多。

果村芹菜

在农业农村部公布的第十批全
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名单中，全国
共有423个村镇入选，果村以芹菜产
业成功上榜。

果村位于于家务乡东南，被誉为
京郊芹菜第一村，有着40多年的芹菜
种植历史。果村芹菜口感脆爽，嚼而
不柴，带有淡淡的甜香，备受市场青
睐，供不应求。目前，村内有600亩的
设施农业，大部分用于芹菜种植。

北京通农果芹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是果村“一村一品”项目中的重要
部分，去年夏天，由北京通农种业有
限责任公司与果村经济合作社合作
共同成立。

漷县生菜

据果村党支部书记赵士生介绍，
十几年前，根据该村农业生产现状，
果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对村内土地进
行有针对性地调整，把散包农户的农
田土地以补偿形式返租到村委会，离

村远的、地薄的地块对外流转承包出
去，离村近的土地则确定为蔬菜种植
区域。而后再加大配套设施投入、改
善生产条件，引导村民从低收入的粮
田种植转向高收入的蔬菜种植。

2014年，柏庄村蔬菜专业合作社
正式成立，村里生菜种植由原来的
“单打独斗”变成了“联合作战”。2018
年，柏庄村正式入围全国“一村一品”
示范村镇名单。通州区作为北京市
传统的农业大区和国家新型城镇化
综合试点，近年来，一直因地制宜发
展“一村一品”，推动农业转方式、调
结构、提质量、增效益。

区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通州区拥有西集樱桃、漷县生
菜、张家湾葡萄、于家务芹菜等优势农
产品产区和籽种；拥有“白玉”豆腐、
“西集好农夫”大樱桃等50多个农产品
名优品牌。同时，结合特色农业发展
也在加快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提档升
级，以京津冀一体化发展为重要抓手，
以大运河为品牌，以旅游为核心，打造
集观光休闲、养生度假、商务会议等多
功能于一体的庄园综合体，实现农业
与旅游、文化等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

据了解，通州区将结合美丽乡村
建设，深度发掘乡村功能价值，着力
延伸产业链条。特别是加强规划引
导、加大政策扶持、强化服务指导，培
育出一批主导产业突出、创新创业活
跃、联农带农紧密的“一村一品”示范
村镇。 （据《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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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叶林茂 温室内宽敞明
亮，半空中草莓飘香。海淀区农业
农村局以区农技服务中心太舟坞试
验基地内5G云端草莓温室为主会
场，以线上云端为分会场，举办了首
场“未来农业人才会客厅”培训系列
讲座第一场。

本次讲座邀请了3位果蔬种植
专家进行线上讲座。中国农业大学
园艺学院蔬菜系教授高丽红分析了
设施蔬菜冬季生产的主要问题，提出

了可有效保障安全生产的设施蔬菜
关键环节栽培管理技术；北京市农业
机械试验鉴定推广站研究员张京开
结合实际案例，介绍了蔬菜机械化技
术与装备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山东
省果树研究所副研究员牛庆霖以杏
树为例讲解了果树栽培管理技术。

主会场，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
人与百旺种植园、玉泉采摘园、西山
农场、弗莱农庄、中关村科普农庄等
海淀区农业园区代表出席活动并进

行座谈。云端上，全国各地的果蔬专
家、农业学者、农业园区管理人员、果
蔬种植技术人员等，近4000人收看
讲座直播并参与互动。

据介绍，“未来农业人才会客厅”
聚焦未来农业，主角是人才，关键词
是“会”——会聚、会商、会友，于9月7
日在海淀人才主题周开厅，指导单位
是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地点设在
海淀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温泉
镇太舟坞试验基地内。

本报讯 尹星云 2021中国?平谷农业中关
村数字经济论坛在平谷区举办。农业农村
部、科技部、北京市和平谷区的领导与三十多
位全国顶级专家、肉鸡产业链龙头企业带头
人为平谷区建设中国?平谷农业中关村、打造
农业中国芯建言献策。

据悉，12月3日，农业农村部发布第498
号公告，18个畜禽新品种配套系经国家畜禽
遗传资源委员会审定通过，颁发《畜禽新品种
（配套系）证书》。其中，北京市华都峪口禽业
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农业大学和思玛特（北
京）食品有限公司联合培育的“沃德158”“沃
德188”名列其中。

近年来，平谷区依托独特的区位优势、自
然资源和相对完整的农业产业体系，全力推进
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区建设，探索走出一条具有
平谷特色的产业振兴之路。平谷国家农业科
技园区高标准通过验收，国家现代农业（畜禽
种业）产业园成为全国畜禽品类最全、品种最
丰富、自主知识产权种类最多的国家级畜禽种
业产业园。入选首批国家级农业现代化示范
区、国家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县、全国农业社
会化服务创新试点县创建行列。平谷区明确
提出未来五年打造“高大尚”平谷的奋斗目标，
其中居首的“高”就是建设“高精尖”的中国?平
谷农业中关村，打造农业中国芯，努力在乡村
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方面走在前列。

沃德系列肉鸡品种的培育，加速了中国?
平谷农业中关村的建设步伐。为了突破白羽
肉鸡核心种源“卡脖子”问题，保障鸡肉安全
供给，首农食品集团旗下的峪口禽业，联合中
国农业大学杨宁教授团队培育出沃德系列肉
鸡品种。现场颁发证书的“沃德188”“沃德
158”，加上2018年通过审定的“沃德168”以及
正在培育的“沃德178”，组成了沃德系列肉鸡
家族。

农业中关村数字经济论坛上，与会领导
和专家还为平谷抢占“高精尖”“卡脖子”的农
业科技创新高地建言献策。

本报讯 王可心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闭幕
后，密云区第一时间召开区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传
达学习全会精神，并在区第三次党代会、区委全
会上进行再动员、再部署。

密云区委书记余卫国表示，六中全会审
议通过的《决议》，是一份集政治决议、思想决
议、战略决议、行动决议于一体的马克思主义
光辉文献。全区党员干部要始终如一地坚持
和捍卫“两个确立”，坚定做到“两个维护”；坚
持把学习宣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作为重大政
治任务，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

密云区作为首都最重要的水源保护地和
首都生态屏障，要牢牢把握市委“保水、护山、
守规、兴城”总要求，做到生态优先、保水富
民、绿色发展、特色一流。坚持“保安全、多蓄
水”，全力做好水库高水位运行下的保水、保
生态、保安全、保障民生工作，完善“上游保
水、护林保水、库区保水、依法保水、政策保
水、科技保水、全民保水”的保水新格局；统筹
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巩固创建国家森林
城市、“中国天然氧吧”成果，继续守护好绿水
青山；用好怀柔科学城东区，做好“科学+城”
文章，打造科技创新和生命健康战略发展带；
大力发展特色农业、特色文旅、特色产业，打
造特色品牌，积极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
优势，为建设美丽北京、谱写现代化建设密云
篇章而努力奋斗。

农业中关村数字经济
论坛在平谷区举办

密云区多措并举
保障首都生态平衡

海淀区举办“未来农业人才会客厅”果蔬种植云讲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