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徐建华 近日，由
位于北京市密云区的北京京
纯养蜂专业合作社承担的北
京市首个国家蜂业标准化区
域服务与推广平台项目顺利
通过验收。

密云区是北京市第一养
蜂大区，有“蜜蜂之乡”称
号。国家蜂业标准化区域服
务与推广平台项目2019年正
式设立，是北京市首个国家
农业标准化区域服务与推广
平台项目，建设期3年，由密
云区最大的合作社——北京
京纯养蜂专业合作社承担。

2019年 6月，北京市委
书记蔡奇到项目园区调研蜂
产业，提出“小蜜蜂大文章，
小蜜蜂大生态”的密云蜂
产业发展要求。按照这一
要求，项目园区以国家蜂
业标准化区域服务与推广
平台项目建设为契机，进
一步发挥合作社作用，加强
标准体系实施，加大实施推
广力度，打造“蜂盛蜜匀”蜂
业整体品牌。

据介绍，项目强化蜂产
业相关标准实施，推动科技
成果转化成现实生产力。
项目将多箱体养殖技术、蜂
群巢内消毒剂制作技术、抗
结晶生产蜂蜜技术等科技
成果转化成标准，并在合作
社成员内部推广实施，目前
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进
行推广应用。其中，抗结晶
技术的应用，有效防止蜂蜜
结晶，提高了产品的品相；
熏蒸剂技术的示范和推广，
能够减少兽药使用量、提高
蜂产品的质量。这些技术
标准的实施应用，使蜂蜜生
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大幅度
提升，成熟蜜蜂每群增产 6
公斤（增产8%），蜂蜜产品的
淀粉酶值高于国家标准3倍
以上。

项目还持续推广蜂业标
准化发展模式和理念，推动
区域协同发展助力乡村振
兴。项目建设中构建实施了
涵盖蜜蜂养殖、蜂产品加工
与销售、蜂产品研发、蜂产品

出口、蜂文化旅游、推广服务
等领域的蜂产业发展标准体
系，持续优化“合作社+公
司+基地+农户”的运营模
式，将标准化理念、方法和
标准化发展模式推广至整
个北京地区及天津、河北、内
蒙古等地。

项目园区还以自建“蜜
蜂大世界”科普文化馆为基
地，开展社会大课堂、特色蜂
业旅游等活动，形成一二三
产融合的标准化发展模式，
并把这种模式复制到京津冀
地区，以及内蒙古、甘肃、山
东、山西等地。同时，为蜂农
和蜂业企业提供农业标准化
指导，开展线下培训1372人
次、线上培训7万余人次，辐
射带动河北承德、秦皇岛、张
家口等市，以及天津等地200
余户农户高效开展蜂业养殖
活动。

项目在三年建设过程
中，坚持规模化、标准化、绿
色化方向，持续推广密云蜂
产业特色、养蜂技术、蜂产业

标准化发展模式，进一步丰
富密云“蜂盛密匀”特色农业
品牌内涵，提升“蜂盛密匀”
品牌影响力，打造了乡村振
兴的“密云样板”。

项目还成功吸引国际组
织落户，推动北京市特色蜂
产业国际化发展。凭借其标
准化的管理模式以及过硬的
产业优势，吸引了有 30多
个成员国的亚洲养蜂联合
会落户密云项目园区。项
目园区自 2018年起，连续 4
年成功举办“世界蜜蜂日”
活动，向世界展示中国首都
蜂产业特色，交流养蜂标准
化技术，推广蜂业标准化融
合发展模式。

经过平台持续推广，目
前，密云蜂产品已出口至美
国、马来西亚、墨西哥等多
个国家。2021年出口额比
上一年增加了 68.6%，农户
年均增收 1.4万元，树立了
首都密云“蜜蜂之乡”形象，
提升了北京市蜂业品牌的
世界影响力。

本报讯 王淼 走进延庆区
香营乡新庄堡村的杏树基地，
果园里红黄交错的杏果缀在
枝头格外诱人。第一批鲜食
杏已售卖2万余斤，山黄杏、
青蜜沙、苹果白等中、晚熟杏
也将陆续上市。站在杏园高
处举目远望，在绿树之中，拥
簇着的杏子好像挤在一起的
“胖娃娃”，扒着绿叶笑眯眯
地往外瞧，微风徐来，浓郁的
果香扑面而来，一派欣欣向
荣的景象。

新庄堡村村民韩自芳穿
梭在杏林之间忙碌着，将一个
个圆润饱满的杏儿从枝头摘
下装筐。据韩自芳介绍，香营
乡栽植有近万亩杏树，140多
个品种的鲜食杏。依托当地
优质的土壤、水源及气候条
件，根据成熟的时间不同，鲜

食杏可分为早熟杏、中熟杏和
晚熟杏。其中，6月中旬可以
采摘骆驼黄、红荷包、串铃等
早熟杏；6月下旬到7月初可
以采摘偏头、山黄杏、银杏、青
蜜沙等中熟杏；7月初至8月
初可以采摘串红、苹果白等晚
熟杏。

韩自芳家共有4亩杏树，
从6月初开始，她就每天奔走
在杏园里，等待着果实成熟，
这些可口的鲜食杏既是她的
“眼中宝”，更是她家增收的希
望。“今年的杏长得不错，果实
个大饱满，吃起来口感也十分
甜润，摘回家以后存放1~2周
也不会影响口感和品质。这
几天，就陆续有杏产品加工商
来收购，将这些杏销往全国各
地，给我们的收购价格也不
错！”韩自芳说。

据悉，香营乡目前像韩自
芳家一样的鲜食杏种植基地
共有3640亩，每亩可产1000
公斤左右，根据鲜食杏的品种
不同，按照每斤3~5元的平均
价格计算，总产值可达2000
余万元。

香营乡鲜食杏优质的果
品质量和丰富的果品种类离
不开高效的育种技术和专业
的技术支持。据了解，上世纪
80年代初，北京市农科院林果
所把新庄堡村定为了杏树栽
培、生产及良种繁育、科学研
究基地，指导村里开始大面积
种植杏树。当时，全村共种植
了3000余亩杏树，有100多个
品种，既有鲜食杏，也有仁用
杏，经过多年的研究培育、精
心护理，鲜食杏逐步成为香营
乡的特色果品。自此，新庄堡

村也逐渐从一个平凡的小村庄
成为华北最大的鲜食杏基地。
近年来，区园林绿化局也在新
庄堡村鲜食杏的种植技术研发
上下足了功夫，不仅时常进入
杏林对果农进行实地技术指
导，还对各类鲜食杏的品种进
行改良嫁接，筛选出最优质的
品种进行培育，促进香营乡杏
产业持续健康发展丰产。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加
强与北京农科院和区园林绿
化局合作，不断对果树的品种
进行更新，优化鲜食杏的品
种，同时通过村里的杏产销协
会，发挥乡土专家作用，不断
通过‘党支部＋合作社＋企业
与农户’的共生模式，拓宽销
售渠道，助力果农增收，壮大
集体经济。”香营乡党委宣传
委员胡春艳说。

延庆区促进香营乡杏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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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蜂业品牌世界影响力
北京首个国家蜂业标准化区域服务与推广平台项目通过验收

本报讯 李在滨 顺义区
顺鑫石门市场在北京首设潮
汐交易区，用于蔬菜和淡水
鱼上货车辆交易，缓解交易
时间集中导致的交通压力，
提升交易效率，受益商户达
800余家。

从顺鑫石门市场潮汐交
易区看到，潮汐交易区用明
显的蓝色隔离墩隔成，并设

置专门标识标牌。8时至23
时为淡水鱼交易时段，23时
至第二天7时30分为蔬菜交
易时段。潮汐交易区占地约
8000平方米，共设置约 230
个停车位，可用于蔬菜和淡
水鱼上货车辆的停车、理货、
交易等。石门市场蔬菜日均
交易量约 210万公斤，淡水
鱼日均交易量12万公斤，两

个重要品类都需要充足的场
地进行交易。“自从启用了潮
汐交易区，我们发货时间快
了 2个小时。”刘飞龙就是
其中一个受益商户，他说，
自己经营韭菜、菠菜等叶
菜，现在客户在潮汐交易区
等待，不到 10分钟就能够
交易完成。

“我们根据淡水鱼和蔬

菜的交易特点，用时间换取
空间，将原用于淡水鱼批发
的场地，分时段开展蔬菜交
易和淡水鱼交易，有效缓
解市场的通行压力，也为
进一步做大做强蔬菜和淡
水鱼经营品类、更好地保
障老百姓‘菜篮子’提供了
场地支撑。”石门市场经理
助理李海波介绍。

顺义区顺鑫石门市场首设潮汐交易区

本报讯 王文锋 王占天
近日，房山区以视频会议形
式召开国际葡萄酒小镇项目
专题会。房山区委副书记、
区长阳波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国际葡萄酒
小镇一期项目中方运营团
队和法方设计团队相关情
况介绍，与会人员进行了交
流发言。

阳波对法方设计团队付
出的努力表示感谢，希望能将
项目的精装方案、展陈方案相
互协调融合，共同服务于项目
运营，让前来参观游览的游客
能够身临其境了解葡萄酒的
品种、文化，从而获得更好的
体验感，在走进房山的同时也
能够了解房山。同时，希望通
过中法双方的共同努 力，将
葡萄酒国际小镇项目打造成
为中法文化的交流地。他要
求，房山工作团队，要全力支
持设计方案的实施，加快推
进项目建设，确保项 目早日
建成投入运营。

本报讯 蔬菜遥感监测是
北京市统计局推行的一项重
要的蔬菜监测改革。这种方
式不仅可以直观地监测到蔬
菜的面积、长势，提高监测的
效果，还使得监测规范化、科
学化，大大提高了监测水平。
目前，门头沟区妙峰山镇蔬菜
监测处于试点当中。

遥感监测是一种科技含
量很高的监测方式。首先，卫
星会对地貌进行监测，判断哪
里属于农用地，哪里属于生活
区，然后在手机App中会显示
出来，当统计员在蔬菜种植调
查App的地图的农用地范围
内（App中划线范围内）且有
蔬菜即将成熟就可以进行拍
照、上报、填写说明等工作。
值得关注的是，当统计员上报
后，数据会直接上传到北京市
统计局，如有问题，会逐级返
到属地，由属地再次核实，这
种监测方式会更加准确。

妙峰山镇首批试点是陇
驾庄村和丁家滩村。在此次
蔬菜遥感试点培训中，重点培
训了蔬菜面积、蔬菜产量、蔬
菜产值的填报以及审核。如
试点成功，全镇蔬菜报表工作
将全部采用遥感监测。在蔬
菜遥感监测试点工作中，共上
报5亩地蔬菜，蔬菜上报更加
直观、透明，不存在弄虚作假，
虚报瞒报等情况。

下一步，妙峰山镇统计所
本着统计信息准确、统计信息
完整的原则继续做好蔬菜遥
感试点工作，并积极推进蔬菜
遥感工作。

房山区推进国际
葡萄酒小镇建设

门头沟区推行
蔬菜遥感监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