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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徐婧 进口乳粉、糖果、固
体饮料、红酒……在顺义区天竺综保
区海关查验仓库内，成箱码放的进口
食品随处可见。北京海关所属天竺海
关关员穿梭其中，正在对一批进口食
品进行查验，查验完毕后，这批食品将
以最快速度通关出区，进入市场销售。

今年1—4月，天竺海关共监管进
口食品货值589.5万美元，同比增长
22.5%，呈现出强劲的上升势头。

“我们的集装箱今天下午进场，
因为疫情原因已经在港口滞留了一
段时间，能不能尽快安排查验？”近
日，那亚仓储（北京）有限公司负责人
王远威急着找到天竺海关查检科。
这是一批需要恒温存储的食品，入夏
后北京气温升至30℃，如不能及时查
验，就有可能影响食品品质，企业也
将受到损失。

“别急，有恒温存储要求的食品可
以享受优先查验，保证随到随查。”天
竺海关查检科副科长丁雨昊果断答
复。此外，这批食品还可以享受“抽样

后即放行”的快速通关措施，了解到这
些情况后，王远威如释重负。

受疫情影响，国际运力紧张、物流
成本上涨，为像那亚仓储（北京）这样
从事食品进口的企业带来了不小的困
难。如何在确保进口食品安全的基础
上，为企业纾困解难、积极扩大进口，
进而助力外贸保稳提质，天竺海关用
一套政策“组合拳”给出了实在管用的
答案。

该关通过走访调研，实地了解企
业通关过程中的痛点难点，为企业提
供针对性7?24小时预约通关、入区预
检验、《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云签
发”、进口乳品检测报告企业“承诺制”
等一系列便捷服务。

王远威介绍，以前公司每一票出
区货物都要进行检验，时间、人力、运
输高，现在可以在货物入区时申请提
前检验，免去了出区时逐票检验，环节
减少了、成本降低了，货物真正“流”起
来了。今年以来，公司进口食品货值
205余万美元，满足市场需求的同时也

迎来了良好收益。
进口食品对存储条件和保质期限

都有严格要求，因此，通关时效尤为重
要，直接关系到企业切身利益。对此，
天竺海关在实践中探索出了全程联动
的工作模式，将审单、查验与后续处置
等环节无缝衔接，同时利用“库门管
理”系统和查验记录线上流转等方式，
确保进口货物第一时间出区、后续处
置“零时差”，真正做到物畅其流。

在提高通关速度的同时，天竺海
关还严把进口食品安全关，守护百姓
“舌尖上的安全”。天竺海关查检科关
员杨林立介绍，该关严格执行企业注
册备案、单证审核、现场查检、监督抽
检等合格评定程序，严密监管链条，科
学高效地守护食品安全。

天竺海关副关长张际洲表示，面
对当下疫情带来的压力与挑战，该关
将积极发挥海关职能作用，始终坚持
食品安全监管与提高通关速度“两手
抓”，不断促进扩大进口，为企业减轻
负担，助力外贸保稳提质。

本报讯 董兆瑞 近期，北京周边一
些农产品基地陆续出现滞销的困境。
为解决基地及农户难题，不少企业开
始启动助农行动。据悉，盒马已开通
助农专项邮箱，详细了解周边基地及
农户的需求。2天之内，首批10家基地
的20万份蔬菜被盒马“消化”。

目前，多个农产品生产基地的蔬菜
进入成熟期。据了解，京郊及周边基地
的蔬菜，如果不能及时销售，将面临着
烂在地里的风险。“我们是卖球生菜的，
地里有一天不收，都会有三四千元的损
失。”房山区农户石书军特别犯愁，辛辛
苦苦种的球生菜，成了“求生菜”。

石书军联系到了盒马相关工作人
员。半小时后，主管蔬菜的采购杨冲

回电石书军表示：“你的菜我们收了。”
杨冲介绍，绿叶菜销售期比较短，如不
及时售出，农户损失巨大。几天来，他
陆续接到十几家基地的反馈，应季蔬
菜积压、告急。杨冲将此情况向上级
汇报。盒马在京负责人决定，开展助
农行动，尽最大努力缓解周边农户滞
销难题。

收菜行动率先在北京房山、大兴、
延庆等区展开，首批锁定10个滞销相
对严重的农业基地。为配合疫情防控
政策，针对各个区域对收菜、运输等方
式进行调整。

位于大兴区泥营村的蔬菜基地负
责人黄顺峰表示，整个村子目前是临
时管控状态，运输不便。经过与村委

会等疫情防控人员的协调，最终采用
“无接触备货”方式——基地人员采摘
后，由志愿者们将蔬菜搬运到村外的
盒马货车上。“真的感谢我们的志愿
者，天气热，他们的后背都湿透了。”黄
顺峰说。

据了解，5月26日，首批20万份
“助农菜”在盒马上市，包含快菜、球生
菜、蒿子秆等10多款蔬菜。

盒马方面表示，为更多地了解各地
农户的情况，已开通助农专线邮箱，接
下来将向水果、蛋奶等品类拓展。有诉
求的基地及农户，可将情况发送至邮
件，建议附上基地现状、农产品品类、产
量、滞销情况、农产品图片，盒马将会优
先解决滞销问题相对严重的产地。

本报讯 龙翔 孙晓文 近日，从平谷
区农业农村局获悉，为加快建设农业
中关村、打造农业中国芯，平谷区创新
开展了“博士”农场创建。目前，已初
审通过48个农场项目，正在分批次进
行专家论证、部门联审等评审工作。
其中，首批13个“博士”农场已获批创
建，正式启动建设。

据了解，自2021年起，平谷区就开
始谋划孕育“博士”农场，平谷的“博
士”农场以博士团队为创建主体，以科
研创新与生产经营为主攻方向，旨在为
高层次人才提供科研平台和农业创新
创业的舞台，不断培育多元化新型经营
主体，探索博士带领农民增收致富新路
径，为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汇聚科创和
智慧力量。平谷区农业农村局局长路
卫红介绍：“一年里，我们走访高校、广
泛调研，结合博士需求与平谷实际，从

农场规模、报批流程、扶持政策等方面
不断打磨，形成了成熟的创建方案。”栽
树筑巢、引凤来栖，据悉，平谷区还提前
梳理了科研实验室、日光温室、园区等
应用场景50个，为博士团队入驻提供可
选择、能落地的场地基础。

为确保“博士”农场高质高效落
地，平谷区建立了“初审—专家论证—
部门联审”的准入机制。在专家论证
环节，平谷区农业农村局组织邀请农
业农村部、北京市农业农村局专家及
中国农大、市农林科学院、北京农学院
等院校教授成立了专家论证团队，据
相关负责人介绍：“为克服疫情影响，
今年专家论证采取线上形式，通过同
一专家组、同一论证标准、分别论证等
方式，从可行性、联农带农机制等方面
逐个项目一一审核，同时预计到今年
年底将进行验收，对验收合格的农场

将授予颁牌并给予政策奖励。”
在部门联审环节，属地乡镇创新

采取“吹哨报道”形式，围绕用地备案、
土地流转等内容，高效率开展部门联
审。同时，区农业农村局还制定了考
评及退出机制，通过定期考核评价，对
经营不善、发展滞后或弄虚作假的农
场，给予主动或强制退出处置，确保
“博士”农场健康发展。

据了解，“博士”农场既在享受“惠
农”政策基础上，还将在土地流转、课
题经费、金融扶持、用工等方面给予政
策补贴。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通过
入高校、进园区，现场解读政策、答疑
解惑，解决博士们的后顾之忧。

据了解，截至目前，除首批13个“博
士”农场已获批创建外，第二批18个农
场已完成专家论证，正在进行部门联
审，第三批即将启动专家论证工作。

本报讯“三夏”工作即将全面展开，房
山区2022年小麦收获面积3.5万亩，夏播面
积4.6万亩，计划投入各种机械560台套。
针对当前疫情形势，为克服全区农机不足、
外地机械进入有一定难度等实际困难，房
山区农业农村局抓紧制定应急预案，确保
“三夏”期间正常农业生产。

房山区小麦收获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
15—25日，在7—10天内完成全部收割，需
要各型收割机50台左右。按照以往经验，
除该区收割机外，外地机械在6月初可陆续
进入区内作业。由于今年受疫情影响，外
地机具能否进入房山区进行作业，存在不确
定性。目前，全区共有收割机27台，经测算
每天每台作业面积80~100亩，合计为2160
亩，7—10天内无法完成全部收获任务。

对此，房山区进一步强化了“三夏”农
机保障措施：一是充分发挥本区机械优势，
提早检修维护确保机械状况良好，作业时
要做到人休车不休，最大限度发挥作用。
二是随时与北京市农业农村局沟通，请市
农机管理部门协调全市内机械互相支
援。三是以该区农机合作社为依托联系
外地机械进区作业。四是积极对接津、冀
地区，统一调配进京作业。五是区乡镇村
做好协调工作，镇村做好收割计划和外地
机手食宿等生活问题。

房山区在做好抢收抢种农机准备的同
时，对“三夏”工作意见进行了修改完善，进
一步明确防疫要求和个人防护措施，强化
农机安全宣传等工作，确保不发生农机作
业安全事故。 （房山区农业农村局）

本报讯 武昌 按照2022年全国“三夏”
生产视频调度会暨小麦机收工作部署会和
北京市“三农”有关工作调度会的会议指
示，昌平区严格落实会议精神，结合昌平区
当前疫情防控形势，提早部署、统筹安排，
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确保“三夏”生
产顺利开展。

首先，全面掌握“三夏”生产情况。2022
年，昌平区小麦种植面积2068.35亩，计划收
获2068.35亩。计划种植粮食面积2.04万亩，
其中玉米1.86万亩、大豆0.18万亩；另有花生
0.1752万亩。目前，已种植玉米1.74万亩，大
豆0.13万亩，花生200亩，已完成总播种面积
的92%，剩余播种任务计划6月中旬完成。

在掌握情况的前提下，充分做好“三夏”
准备工作。已调试检修并投入大中型拖拉机
110台，玉米播种机15台，小麦联合收割机5
台，植保机械8台，耕整地机械36台。为应对
灾害性天气，全区还加强了救灾防灾农机装
备储备，储备农机装备包括拖拉机50台、打药
机8台、喷灌设备8套、农用水泵26台。

其次，积极开展农机化技术和防疫宣
传。一是及时转发通知：5月19日下发《关于
做好“三夏”农业生产农机化和防疫各项工作
的通知》到各农机合作社；二是要求持证明上
岗：电话要求各农机合作社加强核酸检测，确
保持48小时核酸检验阴性证明上岗。

最后，加强技术指导和作业安全检
查。制定技术指南并下发到各镇街，通过
微信转发机收减损技术指导文件，做好技
术服务；加强“三夏”农机安全检查，分三组
进行技术指导和安全检查，截至目前，累计
出动40车次，85人次，检查76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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