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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关一文 4月17日从
通州区区商务局获悉，以满足人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生活性服务
需求为主线，建立健全便利惠民
的城市生活性服务业体系为重
点，2022年城市副中心全年计划
建设提升各类生活性服务业网
点60个。一季度共完成16个，
完成全年任务量的27%。

据介绍，新增网点涵盖四类
商业业态，区域范围涉及9个街
道、乡镇的 13个社区及行政
村。截至2022年一季度，全区
共有便民商业功能网点八千余
个，其中蔬菜零售1050个、早餐
1439个、便利店2205个、家政64
个、洗染235个、美容美发1061、
末端配送1616个、便民维修638
个。网点连锁化率达到45.8%，
全区城市社区基本便民商业网
点功能覆盖率达到100%。

这些可喜的数字凸显了政
策红利的撬动作用。今年2月，

通州区发布《通州区生活性服务
业品质提升专项资金项目的通
知》，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行
业标准规范要求新建或规范提
升的蔬菜零售、社区超市、便民
早餐、家政服务、便利店、洗染、
理发、便民维修、末端配送等便
民商业网点予以支持。

数据显示，一季度，充分发
挥生活性服务业专项资金使用
效应，为企业补贴资金151.5万
元，实现2022年生活性服务业首
批资金政策红利补贴“开门红”。
未来，城市副中心将加快打造一
刻钟便民生活圈，按照拓展空
间、丰富业态、提升品质、优化监
管的发展思路，充分发挥市场主
导、政府引导的作用，推动通州区
生活性服务业转型升级，满足居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助
力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区商务局局长李霞介绍，城
市副中心将持续巩固生活性服

务业八类基本便民商业功能全
覆盖成效，统筹发展基本保障类
业态和品质提升类业态。配合
北京市商务局持续完善北京市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动态地图，利
用大数据、智能算法等指导各属
地精准补建便民商业设施。加
快推进便民商业向纵深发展，推
动便民商业网点建设由社区向
农村延伸，加快推进农村商业便
利化程度，发展多种便民服务功
能的便民店或便民综合服务中
心。同时充分发挥区级生活性
服务业品质提升专项资金引导
作用，用好管好区级生活性服务
业品质提升专项资金，不断提高
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用好北
京市商务局各项资金政策，引导
企业积极申报北京市商业流通
发展资金，配合做好市级商发资
金和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申报，支
持北京城市副中心生活性服务
业健康发展。

本报讯 4月14日下午，海淀
区上庄镇政府、北京中关村科学
城创新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博创
联动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三方就打造智慧稻田农
场，助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推动农业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
等方面展开全面合作。海淀区
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马光耀致
辞并讲话。海淀区人社局党组
书记、局长刘涵，上庄镇党委书
记周波以及北京中关村科学城
创新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王
桐慧、北京博创联动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长陶伟出席签约仪式。

马光耀在致辞中对上庄镇
未来农业发展表示充分肯定。
他强调，海淀的高科技企业，以
智慧农业助力地区发展，一定能

在上庄这块实验田上发展壮大。
与会嘉宾以“智能农业新时

代”为主题，围绕农业科技成果
转化、农业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
等方面深入探讨。

马光耀对上庄镇与北京中
关村科学城创新发展有限公
司、北京博创联动科技有限公
司达成的战略合作表示热烈的
祝贺。他强调，海淀农业发展
要贯彻“深耕改革创新实验田，
当好高质量发展排头兵”的要
求，充分发挥农业示范引领作
用。要发展农业规模化，持续
整合农业资源，强化农业发展
统筹力度。要提升农业专业
化，提升企业运营农业产业发
展能力。要发挥农业科技化，
将科技优势赋能农业发展。要

打造农业品牌化，结合京西稻
农业文化特色，讲好海淀农业
故事。要构建农业园区化，探
索都市休闲、观光旅游、智慧农
业融合发展。

陶伟表示，博创联动从农业
机械智能控制、数字农业基础设
施及农业物联网技术入手，将智
能物联设备、智能农机、土壤、气
象数据服务接入数字农业系统，
通过智能化控制，精准管理农场
的生产规划与执行。从播种到
收获，将极大提高作业质量及作
业效率，精准执行农事生产规
划，打造全新的生产模式，非常
荣幸有机会在科技之城海淀树
立科技和农业结合的典型示范
项目，为中国科技赋能农业做出
自己的贡献。 （咸宁新闻网）

本报讯 蔡家琪 李京鸿 位
于良乡镇的老田现代农业产业
园利用科学技术与先进设备，对
绿色有机食品进行科学种植、推
广示范，为广大市民提供优质新
鲜的蔬菜及水果。

走进园区，一条长约200米
的走廊映入眼帘，走廊两边一
个个农作物大棚整齐地排列
着，透过棚膜可以看到，棚内各
类农作物在工作人员的精心照
料下茁壮生长。据悉，园区中
大部分棚内都安装了植物补光
灯、臭氧杀菌机及温湿度、二氧
化碳浓度监测仪，包括空间电
场、水肥一体化等在内的多项

高科技设施辅助种植，大大提
高了园区的种植效率。工作人
员通过手机，可以随时检测棚
里植物的长势及温湿度、光照
情况、二氧化碳浓度等，还可以
“遥控”支配机器按需工作。科
技的应用使得人工培育蔬菜效
率大幅提高，蔬菜质量也能在生
长期得到更好的监控。

“我们园区常年供应瓜果蔬
菜，这些蔬菜都是无土栽培，在
保证食品安全的同时，品质也非
常高，比如鲜食番茄连续几年都
获得了一等奖和擂主奖，草莓获
得过五星奖和四星奖。我们的
农产品都是绿色有机的，保证让

市民吃到安全放心的蔬菜。”北
京老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田从和介绍道。

记者了解到，作为主打产品，
园区中还种植了水果番茄、草莓、
甜瓜等水果，每年“五一”前后果
实成熟，正是一年当中最好的采
摘季。另外，园区还有4个西瓜种
植大棚，共种植了西瓜5亩左右，
每年的4至6月也陆续进入采摘
期，可供应市场满足市民需求。

近年来，全区持续推动农业
产业发展，不仅保障了全区各大
商超、农贸市场农产品供应充
足，更为百姓的“菜篮子”安全
“保驾护航”。

本报讯 孙乐琪 牛伟坤
在4月14日举行的发布会上，
北京市丰台区委常委、副区长
崔旭龙表示，该区蔬菜直通车
企业均已做好应急准备，如有
需求，可及时、有效保障市民
生活必需品供应。

丰台区发挥批发市场主
渠道作用，组织商户加强与产
地资源对接，加大货源组织力
度，帮助运输车辆协调办理进
出京“车证”，保障蔬菜等生活
必需品的供应。引导区内大

型连锁商超企业增加采购量
和物流供应频次，持续完善
“点对点”监测补货机制，确保
货足价稳。目前，新发地批发
市场近一周每日蔬菜上市量
稳定在2万吨左右，辖区内重
点商超按照日销量的1.5倍到
2倍保持库存，各类商品供应
井然有序。

丰台区同步强化应急保
障，组织零售端企业开展线上
线下供应配送工作，蔬菜直通
车企业均已做好应急准备。

本报讯 李瑶 今年，260亩
马铃薯新品种——希森6号
在延庆区四海镇开展示范种
植，企业与农民合作，带动农
民增收致富。

四海镇椴木沟、西沟外、
王顺沟三个村建设了马铃薯
山地育种试验示范基地，面积
260亩，选用新品种希森6号，
使用带有GPS定位系统的自
动播种机播种。

“希森6号亩产高，比较
适合中国人的口感，薄皮黄

肉，适合鲜食也适合炸薯条。”
北京希森三和马铃薯有限公
司总经理李延明说，微型薯种
大小不一，大的如鸡蛋，小的
比黄豆稍大，经历90天的生长
后，将成长为市面上常见的、
成人拳头一样大小的马铃薯。

“以前，我们村这块地都
是种玉米，一年下来收成也不
是很好。自从去年开始种马
铃薯，收成比玉米好得多，而
且全机械化，省时省力。”椴木
沟村党支部副书记赵久良说。

本报讯 王星月 眼下，昌
平区10个镇（街）近8000亩樱
桃花开正盛，一个多月后，红艳
艳的樱桃有望挂满枝头。从区
园林绿化局了解到，目前全区
樱桃开花情况正常，预计今年
全区樱桃总体产量在120万公
斤左右，较去年可增产约10%。

当前昌平区种植的可供
游客采摘的樱桃包括早大果、
红灯、红蜜、拉宾斯等15个品
种，预计5月中旬第一批樱桃
将成熟上市。

此外，为拉长昌平区樱桃
采摘周期、满足游客采摘需
求，区园林绿化局自2017年
以来，不断丰富全区樱桃品
种，先后引进了索纳塔、科迪
亚、布鲁克斯、齐早等20余个

国内外樱桃新优品种，这些新
优品种具有成熟期早、品质
好、抗逆性强、挂果期长等优
点，非常适合现代都市型观光
采摘果园种植栽培。

当前，现代矮砧密植栽培
模式实施范围在昌平区不断
扩大，标准化管理也贯穿樱桃
生产全过程，樱桃产量稳中有
升。下一步，区园林绿化局还
将持续做好樱桃生产后续的
相关管理、技术培训及农资调
配等工作，进一步提升全区樱
桃产业整体发展水平。同时，
引导广大果农紧抓销售新契
机，通过直播带货、电商平台
等多种形式，拓展销售渠道，
提升自身收益，从而更好地带
动全区樱桃产业发展。

北京城市副中心今年
计划提升60个便民网点

海淀区以科技打造406亩智慧农场

房山区利用科技推动农业产业发展

丰台区蔬菜直通车
做好应急准备

延庆区深山村
试种马铃薯新品

今年昌平区樱桃产量
预计可达120万公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