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目前，北京市率先在通州区和
大兴区尝试了蔬菜遥感试点工作。据了
解，北京市统计局联合北京师范大学利用
卫星遥感技术，结合地面人工调查App，分
批次在北京各个涉农区开展蔬菜统计遥感
调查试点工作。与粮食作物统计相比较，
蔬菜由于自身种类繁杂，各种蔬菜生长周
期不一，在实际统计中会遇到很多数据质
量方面问题，而卫星遥感技术的使用和地
面人工调查App的推广，很大程度上解决
了这个问题。

拍照、填数、上传，整个过程一气呵成，
面积、产量、产值一个不落，有图有数据，北
京市张家湾镇陆辛庄村会计两分钟就完成
了一个大棚蒿子秆的统计填报工作。随
后，他还用手机中的App熟练地对着大棚
内的一片小白菜拍照，继续填数、上传。

通州区经济社会调查队副队长杨照亮
说：“移动终端设备具有定位功能，能确保
企业实际深入地块、实地踩点填报，确保填
报数据准确。同时，基于卫星拍摄的遥感
影像，能够对企业上报数据进行有效监管，
对上报地块位置、播种面积等关键信息与
遥感图斑不符的，能及时给予纠偏报错。
采集方式由室内电脑填报，转变为室外移
动终端填报，省去了很多中间环节，不仅数
据质量提高了，而且基层人员的压力也减
轻了不少，大家普遍对于‘遥感＋信息化’
这套新的蔬菜统计调查方法评价很高。”

“运用卫星遥感技术获得北京市蔬菜
可种植区域信息，基层统计人员和企业填
报人员在此基础上借助信息化手段进行数
据采集，即可获得本市蔬菜种植地块点位
空间分布和相关统计数据。”北京市统计局
农村统计处相关负责人说。如同来自天空
中的一双眼睛一样，卫星遥感监测技术通
过实时监测，使得蔬菜统计数据质量更加
准确，也为保障首都“菜篮子”工程提供了
更加有力的数据支撑。

（据《农民日报》）

本报讯 刘欢 2月28日，从北京新
发地批发市场获悉，受前期南方雨雪天
气影响，近日部分蔬菜价格回升。新发
地方面称，上涨只是暂时现象，菜价进
入季节性下降区间的态势不会改变；肉
价方面，近期猪肉价格相对合理，供应
量充足，后期肉价回落和上涨的空间都
不大。

南方雨雪影响菜价短暂上涨。新
发地数据显示，2月25日，新发地市场
蔬菜加权平均价是4.15元/公斤，比2
月18日的3.86元/公斤上涨7.51%；比
去年同期的3元/公斤上涨38.33%。

近期涨幅较大的蔬菜主要有圆茄、
散菜花、西葫芦、扁豆、莴笋、芹菜等。
新发地方面称，价格上涨的全部是鲜嫩
蔬菜，而耐储蔬菜的价格则稳定少动。
上涨主要原因是，南方蔬菜产区较长时
间的低温雨雪天气，对蔬菜的正常生长

及采收活动造成较大影响，使得蔬菜产
量和质量受损，进入批发市场的蔬菜量
变少，部分蔬菜价格走高。其次，北方
地区也先后经历了降温及降雪天气，低
温及光照不足影响了北方设施蔬菜的
生长，使得北方大棚蔬菜价格出现短时
间上涨。

此外，由于北京中小学校开学，对
蔬菜的需求有明显的拉动作用。新发
地方面称，近期部分蔬菜价格上涨是暂
时现象，菜价进入季节性下降区间的态
势不会改变。

对于猪肉价格的走势，新发地方面
称，目前毛猪供应仍然比较充足，白条
猪的上市量基本上能够随着需求的增
加而增加。近期，猪肉的价格相对合
理，后期肉价回落的空间并不是很大。
同样，由于毛猪供应充足，后期肉价上
涨的空间也不是很大。

白条猪日均上市量增加。
在猪肉方面，新发地每周动态
数据显示，2月25日，新发地
市场白条猪批发平均价是
14.5元/公斤，比2月18
日的14.25元/公斤上涨
1.75%；比上月同期（1月
25日）的19.75元/公斤
下降26.58%。在上市量
方面，2月19日—2月25日白
条猪日均上市量为1280
头，比2月12—2月18日的
1120.43 头 增 加
14.24%。

本报讯 北京市积极培育建设国际消费
中心城市，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去年
（2021年）北京市消费品市场持续回暖，实
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4867.7亿元，同比
增长8.4%。

去年8月，北京市发布培育建设国际消
费中心城市实施方案，推出“十大专项行
动”，打造消费新地标。王府井步行街获评
国家级示范步行街；西单商圈全面升级数
字化商业销售模式；SKP连续两年问鼎全
球“店王”，即单店销售额全球第一；朝阳亮
马河开通水上航线，打造国际风情水岸夜
经济；环球主题公园一期开园首月带动周
边住宿和餐饮业大幅增长。北京的22个传
统商圈基本完成升级改造，CBD商圈正向
零售额过千亿迈进。

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郭文杰表示，形成
了项目、任务、政策、企业、活动五个清单，现
在来看商品实现了升级，环境有了优化，服
务有了提升，在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
中取得了切实的成效，商业企业和老百姓都
感受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2021年，北京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14867.7亿元，同比增长8.4%。

（央视新闻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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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持续回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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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蔬菜价格短暂上涨
后期菜价将出现季节性下降

物流高效链接全球构建新发展格局

北京进口生鲜通关将提速
本报讯 曹政 3月1日上午，北京

市政府办公厅正式对外发布《打造
“双枢纽”国际消费桥头堡实施方案
（2021—2025年）》。在畅流通方面，
北京将畅通国际流通渠道，构建高效
通达的国际物流体系，打通采购、运
输、仓储、分销等国际消费关键环节，
构建高效链接全球的物流体系。

北京将畅通商品进出口，对医
药、生鲜、电子产品等单位货值高、时
效性强的进出口商品，发展“以精代
量”特色品类货运，建设“高精专”特
色商品国际港；对国际货物流通分领
域优化各环节流程标准，建设综合信
息平台，提升商品从落地到提离全过
程标准化、智慧化水平。这也就意味

着，未来生鲜等商品在进出口通关过
程中，速度更快、更便捷。

相关负责人说，“双枢纽”也将与
大兴、顺义国家空港型物流枢纽联动
发展，全面融入全球空港物流网络。
“本市将加快建设一批高品质专业化
物流设施，提升机场货运区基础设施
能力，增强冷链、快件、保税物流服务
保障水平。”相关负责人说，同时，大
力发展多式联运，与津冀机场协同联
动，优化提升航空物流产业链，提高
国际货运规模化组织水平，打造以国
家物流枢纽为核心的现代供应链。

此外，进一步提升口岸功能，在大
兴国际机场口岸进境食用水生动物、
植物种苗指定监管场地已获批的基础
上，积极推进肉类、冰鲜水产品、水果
等指定监管场地申报；畅通跨境消费，
鼓励跨境电商发展，扩大“网购保税+

线下自提”业务；鼓励发展短视频、直
播等电商新模式；拓展数字人民币应
用场景，提升国际旅客支付便利度。

在提流量方面，北京将扩大航权
开放，用好第五航权，在巩固北美、欧
洲等市场基础上，大力培育“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新兴市场；支持
“双枢纽”串飞北美、西欧等国际航
线，提升“双枢纽”在国际航线网络枢
纽中的竞争力。

提升国际航线广度和厚度，吸
引航空公司新开“双枢纽”国际客货
航线，鼓励开通“国际快线”；争取扩
充“双枢纽”时刻容量。提升国际中
转能力，积极开拓以本市为中转节
点的东北亚至欧洲、东南亚至欧洲、
东南亚至北美等国际航线；增强国
际中转时刻资源配置，拓展国际旅
客中转业务。

“遥感＋信息化”
赋能首都“菜篮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