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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代金光 陈萌 动态
监测、加大投入、长效帮扶、落实
政策……日前，从区农业农村局
获悉，通州多措并举、持续发力，
促进脱低农户持续增收致富，为
接续推进乡村振兴赋能助力。

在城市副中心实现乡村全
面振兴，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
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是
一项系统而长期的工程。如何
促进“脱低”农户和“脱低”村持
续增收是一项重要任务。

据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在重点做好低收入农
户监测工作方面，为进一步细化
落实“一户一策”，通州对标准线
边缘户和返低风险户两类重点
人群进一步细化帮扶措施，加快
推进帮扶措施落实、落地，特别
是对返低风险户，采取有力措
施消除返低风险。

持续加大低收入帮扶资金
投入。据了解，市、区两级拨付
资金用于西集镇耿楼村、车屯
村两村低收入农户增收及低收
入村产业项目发展。通过市、
区两级财政资金扶持、技术指
导等多种形式，重点打造西集
镇耿楼村、车屯村低收入产业
项目，带动低收入户增收致
富。“我们一方面加强对低收入
产业帮扶项目的申报、实施、验
收等相关工作的监管，确保产
业项目建设有序、规范、高效。
另一方面，低收入产业帮扶项
目吸纳100人务工就业，实现低
收入农户灵活就业、促进农户
增收致富，为接续推进乡村振
兴赋能助力。”区农业农村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通州
将根据村里实际需求，从多方
面实施精准帮扶，进一步帮助

发展壮大产业，促进农户增收。
截至“十三五”末，通州农民

收入稳步增长，乡村民生保障能
力明显增强。其中低收入农户
收入年均增长17.1%，低收入农
户收入全部过线，低收入村全面
消除。

“十四五”期间，通州将以切
实提高农民收入为基本出发点，
发展特色农业、拓展就业渠道、
深挖农村土地价值、适度提升社
保待遇，提升农民经营性、报酬
性、财产性、转移性四项收入，拓
宽农民增收渠道，使农民收入显
著提高，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农
民迈入富裕富足新生活。

到2025年，农村人均可支
配收入增速快于城镇水平，城乡
收入比优于市级水平，农村居民
家庭恩格尔系数优于市级平均
水平。

本报讯 池梦蕊“这是我们
今年第一个农业订单，以后的销
售渠道有着落了。”产业发展服
务中心（农业技术）主任马福生
表示。伴随着万物复苏，第一单
购销合同的签订，让大家对虎年
农业综合效益大好形势充满期
待。农时不待人，魏善庄镇及早
谋划部署，严格落实耕地保护措
施，做足准备待春耕。

查看连接部位是否稳固、传
动部位是否灵活、按照单位面积
株数调整好总播量和行距……3
名工作人员正在为三月中旬的
播种工作调试机器。

据了解，为提高农业经济效
益，解决粮食销售问题，魏善庄
镇开拓粮食销售市场，加强与企
业对接，同内蒙古薯都裕农种业

科技有限公司签订2000亩马铃
薯合同，打开了魏善庄订单农业
的新局面。春耕来临，备耕在
即。魏善庄镇统筹优化粮食、蔬
菜种植结构，科学用好8000余亩
流转土地与固有土地资源，现已
种植2500亩小麦、白菜等蔬菜将
与“时”俱进，陆续开展种植。

日前，魏善庄镇产业发展服
务中心（农业技术）已完成与化
肥企业、种子企业的物资订购，
260吨马铃薯、200吨复合肥、50
吨尿素等春耕物资正在陆续到
位。同时，20余台大中型拖拉
机以及配套装备已启动调试工
作，保证拖拉机、土壤耕作机、播
种机等春耕技术设备正常运作，
确保春耕无误。

魏善庄镇不断配强农机装

备，提高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
大规模农作物生产工作已实现
80%机械化水平，机播机种、水
肥一体化已实现全覆盖。

春季与夏季是病害虫灾害
与恶劣天气频发的季节。为切
实做好病害虫与恶劣天气的预
防工作，农机站与农技站加强部
门联动，以工作组为单位，加强
日常巡查与定期调查，提升预防
检测力度，积极对各类作物开展
抽样调查，查看作物长势情况及
是否存在病虫害风险，通过调查
结果有效诊治，确保粮食作物保
质保量。

接下来，魏善庄镇将以稳粮
增菜为目标，充分利用土地资源，
科学规划生产，不断提升经济效
益与生态效益，促进乡村振兴。

本报讯芦晓春积雪消融、天
朗气清，春日里的海淀区周家巷
种植基地生机勃勃。温室内，春
茬蔬菜种苗正在育苗盘里茁壮
生长。技术人员何秋菊说：“一
开春儿，我们就播下了区组培室
送来的辣椒、茄子、韭菜种子，现
在还是苗期，都长得很健壮。这
些品种优良，每年收成都很好。”

良种是丰收的基础。从区
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海淀区组培
室每年会向各园区和农户提供
辣椒、茄子、韭菜种子种苗，也会
往全国适宜蔬菜主产区推广。

“这些品种是我们海淀区组
培室选育的，具有全部自主知识
产权。”海淀区组培室负责人介
绍，已育成新品种30多个，在全国

592个县市推广应用450多万亩。
良种要种在良田上。海淀

区4900亩高标准农田，是稳定
全区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的关
键。新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土地
平整、田间道路通达，利于春耕
农机作业。海淀区农业农村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抓紧
清理留茬地块，检修排灌设备，
备足各类生产资料，充分发挥好
海淀农田‘主力军’作用。”

做好春耕生产，物资保障是
基础。为此，海淀区农业农村局
做了充分调研，从农资保供、技
术指导、政策支持等方面给予保
障，确保应种尽种、不误农时，为
全年菜粮生产开好头、起好步。
据悉，目前，氮肥、磷肥、钾肥、复

合肥、农药到位率均在100%以
上，能够充足供应春耕生产。

“今年，我们结合农用地现
状和去年菜粮生产实际完成情
况，制定2022年度生产计划，确
保把地种满、种好。”海淀区农业
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为让海淀区种植园、种植
户用上“放心种、放心肥、放心
药”，近期，海淀区农业综合执
法大队围绕种子、肥料、农药3
类春耕急需必备物资，开展春
耕农资巡查检查，规范农资经
营管理，出动执法人员 291人
次，检查门店和企业84家。另
外，全区检修农机具245台，培
训机手60人，为春耕生产做好
农机具的准备。

本报讯 勾志航 为促进平谷区消费市场活跃，点燃
市场消费热情，深入释放消费潜力，平谷区准确把握文
旅、农旅消费振兴升级的发展趋势，发挥餐饮、民宿、农
业等优质消费资源，开展以“消费惠民，乐享平谷”为主
题的促消费活动。通过“乐享平谷”微信小程序面向市
民发放1000万消费券，鼓励市民就地就近消费，加快推
动休闲旅游、农业生态等消费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平谷区消费券包含通用消费券、精品民宿
消费券及农业观光采摘消费券三种类型，涉及多种面
额，消费者可通过“乐享平谷”进行领取。

此次消费券适用于参加此次活动的经营地在平谷
区内的限上商业综合体、超市、重点餐饮企业及重点农
业观光采摘园、重点精品民宿、书店使用。

同时，平谷区商务局还积极组织本地商户在“乐
享平谷”上线优惠套餐及代金券，市民在线上挑选优
惠套餐后，支付时可使用消费券抵扣，充分满足市民
多层次、多样化的消费需求。

本报讯 宋红英 从西城区商务局了解到，3月1日
起，2022西城惠民消费季启动。据介绍，消费季启动的
首周，“西城消费”平台将融合百余家重点企业和老字
号开展67场主题活动，助力新消费、新业态、新模式蓬
勃健康发展，助力西城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示范区建设。

“西城消费”是全区基于区块链技术打造的城市消
费智能互联平台，其中数字消费券服务系统作为政府、
商户和居民的消费连接器，将卡券营销与各实体经济
多场景下深度融合。消费季期间，“西城消费”将针对
多个节假日推出专属优惠，10余个系列、超30轮、百余
场主题活动覆盖全年，充分利用科技手段，打破线上线
下消费壁垒，打造国潮、文创、体育、美食等多个特色消
费活动。全区参与主题消费活动的企业今年将继续拓
展，覆盖大型综合商场、超市、餐饮、住宿、美容美发、健
康及生活性服务等。在消费券配资方面，今年计划按
比例配资发放，尤其针对性满足重点商户线下核销快
的消费需求。

多主体同频共振下，“西城消费”影响力近两年显
著提升，2022年将更加突出数字赋能特性。

聚焦各区消费季活动

平谷区发放1000万消费券

海淀区良种有良田物资有保障 本报讯 池梦蕊 为加快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
设，进一步推动顺义消费市场复苏繁荣，营造多方联动
的促消费氛围，3月1日，北京消费季之“‘悦’顺义‘享’
生活”在顺义拉开序幕。据介绍，2022年顺义消费季将
与北京市消费季“首秀北京”“潮购北京”“时尚北京”
“智惠北京”“文享北京”“炫彩北京”“寻味北京”“爱尚
北京”八大版块紧密结合，推出具有顺义区域特色的全
年消费品牌和主题系列活动，进一步激发消费热情、促
进消费平稳增长，助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在商、
旅、文、体跨界互动下，迎来一场值得期待的消费盛宴。

主题活动包括顺义汽车消费季、“潮”玩顺义?郁金
香文化节、“潮”玩顺义、樱桃文化节、“潮”玩顺义?菊花
文化节、“悦享”夜生活?燕京啤酒文化节、“悦享”夜生
活?冰雪欢乐季、“无玩不购，绽FUN‘心’节奏”、“妙趣
‘纵’生，‘潮盒’打卡”、新零售“燥”物节等。

启动仪式上，相关负责人表示，顺义区消费季是一
项繁荣商贸、保障民生、活跃市场、拉动经济的重要举
措，希望借此活动，可以让广大市民得实惠、让企业商
家增效益。

近日，从北京市商务局获悉，2022北京消费季于3月
1日在全城启动，持续到年底。活动共分8大板块，将举办
24项全市性标志活动，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营造良
好消费环境和氛围。

大兴区开启订单农业已做好春季备耕

顺义区“悦”顺义“享”生活活动启动

西城区开展67场消费主题活动

通州区持续发力
促进“脱低”农户再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