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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王斌 日前，从北京市农业
技术推广站获悉，当前，全市春播作物
播种进度明显加快。截至5月2日，延
庆区和密云区春玉米播种进度分别达
到72.3%和52.7%，播种比4月25日分
别提高了32.3和46.4个百分点，全市
春播粮食作物播种进度超过38%，比4
月25日提高了22个百分点，比去年提
早5~7天。

“五一”假期，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
站粮食作物科副科长兰宏亮带上玉米新
品种，赶往位于延庆区康庄镇大王庄村
的春玉米高产攻关田和百亩示范方，趁
墒播种抢农时，落实合理密植、水肥一体
化等高产栽培技术。

延庆区农业技术推广站高级农艺师

刘志霞等人也赶到现场，做好了播种前
的准备工作。调试农机、加肥、播种、铺
设滴灌带、分区连接管路、打封闭等一系
列农事操作有条不紊。经过两天的努
力，30亩高产攻关田、200亩核心示范
区、3个高产品种圆满完成播种。接着，
兰宏亮和刘志霞等人又马不停蹄地赶往
大榆树、旧县等镇指导农户抓住有利时
机，及时播种玉米。

对北京北部山区的春播作物来讲，
适期播种是保证产量的前提。受前期降
雨少的影响，延庆区和密云区等北部春
玉米主产区土壤墒情较差，影响了播种
进度。4月27—28日，全市普降小到中
雨，0~20cm土壤相对含水量提高到70%
以上，土壤墒情明显改善，能够满足玉米

出苗需求。
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第一时间通

过“北京市玉米种植服务”微信群发布指
导意见，督促各区抢墒播种。同时，市区
两级技术人员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
下，强化技术服务指导，促进了春玉米、
大豆等春播作物的播种进度。

自春耕备耕以来，北京市农业技术
推广站组织了全市春播作物专题技术培
训一次，先后发布春玉米、鲜食玉米、大
豆、花生、甘薯和杂粮等栽培技术指导意
见6期，并专门成立了5个技术指导组，
开展了30余次技术指导服务，发放了
500余份明白纸，将春播作物栽培技术
送到田间地头，为全市春耕备耕工作提
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

本报讯 李雅荣 近日，丰台区委
书记、区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徐
贱云主持召开中共北京市丰台区委
农村工作领导小组2022年第一次全
体会议。会议结束后，区委副书记、
区长初军威主持召开了2022年丰台
区农村工作会，区委书记徐贱云参加
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市农村
工作会议精神，切实增强做好新时代
“三农”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要更
加自觉将丰台“三农”工作摆在新时
代首都发展大局中来把握和谋划，结
合区域实际，扎实抓好各项工作，在
高质量发展中补齐短板弱项，奋力开
拓新时代丰台区的乡村振兴之路。

会议要求，一是要坚决守住粮食
安全底线和耕地保护红线，加强耕地
保护和质量建设。二是要深化改革
激发乡村振兴活力，完善区划调整后
街道管理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体制机
制，严格落实“村地区管”要求。三是
要切实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
领导。深入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农
村工作条例》，按照全市抓党建促乡
村振兴部署要求，立足丰台区情农
情，健全党领导农村工作的组织体
系、制度体系和工作机制，为丰台区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提供
坚强组织保证。

区领导底志欣、孔钢城、连宇出
席会议。

本报讯 王斌 血橙、橙黄、孔雀
黄、深黄、彩虹……一个个不同瓤色
的小型西瓜整齐地悬挂在延庆区妫
州牡丹园的日光温室里，与园子里的
10万余株多彩牡丹交相辉映。据悉，
这是延庆区首批规模化种植的小型
西瓜，在市（区）农业技术推广站的指
导下，延庆区西瓜上市时间从往年的
六七月份提前到五月份。

从市农业技术推广站获悉，今年
在延庆区妫川牡丹园种植了20亩多
彩西瓜，主要包括“京彩”系列和
“炫彩”系列西瓜品种，与园区多彩
牡丹主题的一致。这些品种具备
早熟优质、营养丰富、类型多样和
适宜采摘等优点，同时皮色、形状、瓤
色多样，达到了“赏多彩牡丹、品多彩
西瓜”效果。

由于试点种植了多彩西瓜，往年
延庆的西瓜六七月份才能上市，今年
提前到了五月，“京彩”系列品种目前
已经成熟。据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
站经济作物科科长徐进介绍，园区今
年首次规模化种植小型西瓜，栽培技
术还不够成熟。为此，市区农业技术
推广部门通过采取特色品种、示范高
效技术和促进产业融合等措施，实现
延庆西瓜提早上市。

据了解，2022年延庆特色小型西
瓜的种植面积达到150亩地，预计全
年上市量450吨。从“五一”劳动节到
“十一”国庆节，市民均可吃到延庆自
产的特色西瓜。

本报讯 郭丽君 田兆玉 在通州
区漷县镇北京圆梦缘农业专业合作
社里，荷兰豆、西红柿、黄瓜等已批量
成熟。作为北京市城市副中心的“菜
篮子”，今年春耕时节，该镇已完成
6000余亩蔬菜播种，目前近12370吨
的蔬菜持续供应北京市场。

大棚内，满眼青翠的白菜、油菜；
大棚外，新鲜采摘的蔬果，正在分拣
装箱。如今在漷县镇的田间地头，一
片繁忙景象。

“大棚里娃娃菜、香菜、野菜等蔬
菜长势正旺。”一大早，后元化生态采
摘园里，负责人杨洋正忙着和工人们
收割新鲜蔬菜。据了解，采摘园里的
49栋大棚专门套种了 5种常见蔬
菜。今年，考虑到市场上对蔬菜的需
求，采摘园将之前栽种的部分水果替

换成了娃娃菜、西红柿、荠菜等北京
市场上最常见的叶菜。

这段时间，受疫情影响，园内大
棚的蔬菜产出量比以往同期增加了
20%。“我们的蔬菜货源很充足。”为了
惠及百姓，杨洋还将娃娃菜的价格下
调，让大家在家门口随时能吃到新鲜
便宜的蔬菜。

在距离后元化生态采摘园十几分
钟车程的罗庄村北京圆梦缘农业专业
合作社大棚里，垄垄枝繁叶茂的黄瓜
藤绿意盎然，错落有致的黄瓜油亮顺
直，满脸喜悦的村民们正忙着采摘装
筐销往市场。除此之外，韭菜、茼蒿、
西红柿等10余种蔬菜也已成熟。

今年2月，《北京城市副中心（通
州区）“十四五”时期乡村振兴规划》
发布，《规划》明确，将稳步增加菜田

面积，增加绿色优质蔬菜、有机果品
供给。漷县镇也在文化健康小镇的
基础上，贴上了城市副中心“菜篮子”
的新标签。

近年来，在镇政府的引导下，由单
家单户的露天种植发展成村集体经
济引领的设施大棚种植，逐渐形成了
数千亩多品种的蔬菜村，柏庄、罗庄、
后元化村、军屯村等以集体经济引领
的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等规模化种植
形式，并注册了各自的蔬菜品牌。

今年漷县镇春耕备耕面积预计
达10000亩左右，其中4000亩种植粮
食作物，6000余亩种植蔬菜。截至目
前，已播种蔬菜4400余亩，近12370
吨的蔬菜正持续供应北京市场，满足
市民“菜篮子”需求，着力打造漷县菜
园品牌。

本报讯 王占天 自4月23日房山
区出现确诊病例以来，全区立即启动
生活必需品及日常生活物资应急供
应保障预案，调动辖区12家重点保供
企业，按照平时3倍以上的供应量储
备各类生活必需品，组建85支应急保
供队伍，保持每日高频次补货，全力
保障市民购物需求。从房山区商务
局获悉，目前区内市民生活必需品供
应充足、价格稳定、供应渠道畅通，能
够充分满足市民的消费需求。

据了解，针对近日销售量增幅较
大的个别点位，相关超市已将门店蔬
菜、水果、米面油等生活必需品的日
备货量提高至5~10倍。同时，全区
华冠超市56家门店，自4月23日起已
实行自然闭店，每日营业至最后一名
顾客离店。区内其他各大型超市也
于4月24日开始实行自然闭店，全力
保障市民购物需求。

华冠超市相关负责人表示，为了

让百姓更加放心地消费，部分商品已
经被打包成标准化包装，顾客即拿即
走，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接触。同
时，消费者还可在“华冠京心”App、京
东到家等多个线上购物平台购买，增
派人手进行拣单作业，并根据社区实
际情况进行订单分区分类，方便识别
和派送，线上线下全渠道满足消费者
购物需求。

另据流调发现确诊病例去过位于
城关街道的永安批发市场后，房山区
第一时间对该市场进行封控，制定并
启动周边区域保供方案。针对非居民
用户，重点加大了京南市场的供货量，
由原来的每日480吨增至830吨；针对
周边居民的日常购物需求，由城关街
道辖区内的华冠、点点等6家超市及
万宁鸿发市场分担，其中6家超市的
日供应能力60吨以上，结合万宁鸿发
市场供应量，可满足日常需求。

此外，为进一步督促各商贸企业

抓细抓实疫情防控和保供稳价各项
工作，区商务局还组成检查小组加大
对辖区各大型商超疫情防控措施落
实情况的督促检查力度，重点对进场
扫码测温、规范佩戴口罩、排队保持
一米线等防疫措施落实情况进行检
查，指导商家做好防范和消杀工作，
确保疫情防控各项措施落地落实。

在北京首创奥特莱斯商场入口
处，前来购物的市民都佩戴口罩，通过
自动测温仪依次进入。“作为市属重点
商业企业，将进一步压实‘四方责任’，
坚决遏制疫情的扩散和蔓延。针对
‘五一’期间客流量大、人员流动性强
的特点，我们将进一步强化入口扫码
测温、佩戴口罩等防控措施，加大对电
影、娱乐、餐饮、超市、进口冷链的检查
力度，严格进返京的管理和重点人群
常态化核酸检测，加强防控物资等资
源储备，提升防控能力。”北京首创奥
特莱斯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聚焦百姓“菜篮子”

北京市粮食作物春播进度超三成 丰台区部署今年
“三农”重点工作

延庆区五彩
小型西瓜上市

北京城市副中心12370吨蔬菜
供应北京市场

房山区全力确保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