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陈争 王亚南 今年上半年，延
庆区积极落实各类惠农补贴政策，全力抓
好粮食蔬菜生产和重要农产品供给。目
前，延庆区粮食播种面积16.41万亩，其中
大豆播种5351.8亩，花生播种2378.8亩，
超额完成了全年粮食生产任务。现有蔬
菜播种面积2.41万亩，蔬菜产量3.2万吨，
随着第一茬蔬菜的采收上市，第二茬蔬菜
的育苗、定植正在如火如荼进行，多品类
的蔬菜将进一步丰富首都“菜篮子”。

刘斌堡乡北京燕云种植专业合作社
以谷子、黄豆、红豆等杂粮种植为主，有
机种植面积约1200亩。经过四年的发
展，已初步形成了集生产种植、产品包
装、商品流通、品牌运营、销售为一体的
杂粮产业园区。“今年乡里帮我们申报了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
性补贴、玉米良种更换补贴、黄豆种植补
贴等多种惠民政策，预计补贴收入能达
到46万元左右，大大降低了我们的生产
成本。”刘斌堡乡北京燕云种植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韩萌说。

据了解，为保障农民利益，区农业农
村局不断加强各类惠农补贴政策落地落
实，制定了《2022年北京市延庆区落实大
豆、花生生产目标的工作措施》，符合条件

的农民和农业生产主体可以享受300元/
亩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10元/亩的实际
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以及50元/亩的玉
米良种更换补贴等多种优惠政策，激发了
农户和农民合作社的生产主动性。

既要种好地，又要管好田，双管齐下
才能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守住粮食
生产的“根”。今年以来，延庆区以“田长
制”为抓手，制定了16项“田长制”任务清
单，建立了区、镇、村三级责任体系，15个
乡镇在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集中区域设
立了“田长制信息公示牌”，对三级田长
姓名、联系方式、工作职责、田块规划和
建设信息全公开，责任到人到地块。同
时，将“田长制”工作纳入区政府绩效考
核和乡村振兴实绩考核范畴，25个部门
联动，全面推动耕地保有量和永久基本
农田落地落图，严格守护农业生产空间。

张石宽是香营乡的巡田员，也是乡
里的全科农技员。秸秆禁烧巡查、农业
废弃物回收监测、农田节水设施巡视、生
产技术指导等工作充实着他的每一天，
香营乡8个村子每一寸田地、每一种作物
的种植情况他都了如指掌。在巡查小川
村时，张石宽发现山坡上有170亩地还没
有种植作物，他急忙把情况反馈给了村

党支部书记，经过村里对土壤的评估，确
定了今年下半年种植荞麦的计划，并提
前对地块进行了除草和翻耕。而且，通
过种植荞麦，可以增加土壤肥力，为明年
种植玉米、豆类等粮食作物打好基础。
“我是学农出身，希望能发挥自己的专
长，为农户服务好，为我们的良田保护贡
献点力量。”张石宽说。

据了解，今年延庆区通过开展闲置
设施、撂荒耕地排查核查，推进1.48万亩
地块复耕复垦，84宗“留白增绿”地块因
地制宜全部完成复种，复种完成率全市
排名第一。同时，全区还启动了14.06万
亩永久基本农田的质量评估和468个样
点全国土壤普查工作，实施农药化肥减
量行动，严厉打击违法违规占用耕地行
为，严防“大棚房”问题反弹。

此外，结合农民对种植技术的需求，
区农业农村局专家团队根据调查，编制
了《鲜食玉米特色产业技术支撑方案》
《延庆区鲜食玉米特色产业技术指南》等
手册。同时，大力推广智慧农机技术，培
训农机能手，并引进花生机械化播种设
备，为31台拖拉机、深松机等农用机械配
置了北斗导航系统，用智能植保无人机
替代人工喷洒药物。

延庆区抓好粮食蔬菜生产和重要农产品供给

本报讯 田兆玉“今年上半年每户拱
棚种植食用菌棒2000余棒，截至目前，产
量最高的拱棚产出榆黄菇超过了5000
斤，6个温室拱棚的榆黄菇产量3万余
斤。”富各庄村第一书记许洁说，“我们以
前都是销往周边的市场、学校食堂，也会
供应新发地等蔬菜批发市场。现在，榆
黄菇已经成为了希尔顿主厨季活动的推
荐菜品之一。”

西集樱桃、漷县生菜、张家湾葡萄、
于家务芹菜……近年来，北京城市副中
心通过优化生产力布局，利用科技手段，
围绕保供需求，农产品逐渐走向高端化、
精品化路线。“像北京香格里拉酒店、中
国大饭店、国贸大饭店、长城饭店等，都
有我们的蔬菜供应。”位于于家务国际种
业科技园区的绿鲜知农业技术（北京）有

限公司总经理陈坤表示，“目前分拣打包
的蔬菜日产量可达200吨，主要销往北京
本地超市、高端酒店、‘菜篮子’直销点及
各大电商。”

绿色、优质、安全，是城市副中心农
产品的“金名片”。鲜嫩美味的豆芽，是
老百姓餐桌上最常见的家常菜之一。
在于家务乡，“藏”着一家豆芽生产企
业——北京方圆平安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市销售的豆芽，60%都出
自这里。

一颗大豆进入方圆平安后，先要经
过高温蒸汽杀菌技术的前期处理，杀菌、
浸泡后，由自动定量分装机分装到特殊
设计，进入304食品级不锈钢孵化桶中。
经过一周左右的生长，在完全脱离人工
的无菌环境中，金灿灿的豆子“破壳而

出”，进入生长阶段，这一阶段全部利用
微电脑智能化操控。“整个生长过程由豆
芽机组微电脑数字化控制，自动精确控
制豆芽生长的温度、湿度等各项参数，各
环节用水全部采用优质无菌水源。”北京
方圆平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
刘保全说。

目前，北京城市副中心已拥有西
集樱桃、漷县生菜、张家湾葡萄、于家
务芹菜等优势农产品产区，拥有白玉
豆腐、方圆平安等一批优质食品产品
企业，特色农业品牌效应初显。未来，
北京城市副中心还将积极探索农业与
旅游、文化等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在
撑起农民“钱袋子”的同时，因地制宜
走出一条“一村一品、特色富农”的产
业兴村之路。

北京城市副中心打造
绿色优质安全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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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孙仕维 近日，昌平区与赤峰
市京蒙协作工作座谈会召开，深入对接
京蒙协作工作。昌平区委书记甘靖中主
持会议，赤峰市委书记万超岐出席。

万超岐对昌平长期以来在脱贫攻
坚、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等方面给予赤峰
市阿鲁科尔沁旗（以下简称阿旗）的帮助
与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自建立对口
帮扶关系以来，昌平从项目、资金、技术、
人才等方面向阿旗持续倾注心血、提供
帮助，使阿旗在发展现代化新兴产业、推
进产业振兴、加强生态保护、发展生态旅
游等方面取得喜人成果。

万超岐指出，希望在长期合作的基
础上，进一步深化昌平与阿旗的交流合
作，让昌平在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等方面
的好经验、好做法在阿旗落地生根，打造

具有蒙古族特色的乡村和牧区。赤峰市
也将以此为契机，充分利用好赤峰与昌
平的优势资源，深化双方优势产业对接，
加强产业联系，促进共同发展。

甘靖中对赤峰市党政代表团的到来
表示欢迎。他指出，阿旗生态资源丰富，
在农牧、旅游等方面有着一定的产业基
础，昌平也在生态、产业、交通、文旅等方
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希望昌平与阿
旗能以此次交流为契机，在充分发挥各
自优势的基础上，持续开展高水平、宽领
域、深层次、多形式的交流协作。

甘靖中强调，要继续把京蒙协作作
为昌平的分内之事和应尽之责，全方位
做好帮扶工作。各有关部门要严格落实
“三个保持”“四个不摘”要求，确保力度
不减、标准不降，持续加大产业、就业、教

育、医疗等领域帮扶力度，共同把来之不
易的脱贫成果巩固住、拓展好。要重点
抓好产业协作，积极引导昌平的企业、个
人和社会资本到阿旗投资兴业，不断增
强当地造血能力、内生动力。昌平也将
与赤峰协同配合、共同发展，共同谋划、
携手共进，共同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在服务和融
入新发展格局中打造区域合作典范，扎
实推动共同富裕。

会议听取了阿旗京蒙协作工作有关
情况、昌平区对口帮扶阿旗各项工作开
展情况汇报。

北京市支援合作办党组成员、副主
任汪兆龙，昌平区领导杨仁全、王建，赤
峰市领导生效友、杨牧，阿鲁科尔沁旗委
书记魏必力格参加。

昌平区与赤峰市深入对接京蒙协作工作

本报讯 华凌 近日，“桃醉平谷?
2022年平谷区鲜桃季”启动仪式举
行。平谷在提升大桃品牌效益、带动
果农增收致富、产业引领“高大尚”发
展中走出一条新时代乡村振兴之路。

本届鲜桃季，平谷区以大桃销售
为契机，全面提升平谷大桃品牌影响
力和市场竞争力。以大桃销售为载
体，构建立体化、多元化大桃营销网
络，形成线上线下融合、生产流通消费
高效衔接的新型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聚焦平谷区11个大桃主产乡镇、111
个主产村，畅通“十大销售渠道”，完善
“八项服务保障”，把大桃销售与“高大
尚”平谷建设、“桃醉平谷”品牌提升、
优化营商环境、倡导诚信经营、创建文
明城区结合起来，不断提升城市知名
度和美誉度。

平谷大桃自2003年取得地理标志
证明商标以来，先后荣获全国知名商标
品牌、欧盟互认10个中国地理标志保
护产品之一。2017年，平谷大桃入选
“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国家“商标
富农和运用地理标志精准扶贫”十大典
型案例，被授予“百强农产品区域公用
品牌”称号。2018年，平谷大桃荣获“生
态原产地产品保护证书”。2019至
2021年连续3年被选为国宴用桃。

平谷区以助力“高大尚”平谷建设
为目标，把握新消费、新场景、新趋势，
抓品质、抓价格、抓渠道、抓促销，坚持
消费者至上，线上线下共同发力。除
线下商超、社区等多重售卖渠道外，平
谷搭载“互联网+大桃”工程，通过“线
上引流+实体消费”互联，平谷大桃销
售将再攀高峰。

本报讯 华凌 李在滨 近日，顺义
区1200余台小麦收割机正在地里收割
小麦。在顺义区杨镇麦田看到，收割
机“忙活”的同时，打捆机也同步作业，
收割机“过滤”后的小麦秸秆被归拢后
一一打捆，这些小麦秸秆一部分会被
送至养牛场，另一部分会被用于生产
有机肥。据了解，顺义区12万亩夏收
小麦秸秆将全部实现绿色利用。

近年来，顺义区探索出了一条生态
农业发展的新路径，顺义区的种植户采
用好氧堆肥技术，将农作物干秸秆、畜
禽粪污、残叶烂果等农业废弃物按一定
比例混合后联合堆肥，将产出的生物有
机肥料再用于农田生产。待农作物收
获后，一部分秸秆通过青贮、黄贮等方
式加工为饲料，用于畜禽养殖，产生的
畜禽粪污与另一部分秸秆继续用于生
产有机肥，从而实现了循环利用。

据北京鑫利农机合作社助理协调
员金振来介绍，今年杨镇、李遂镇等地
2000余亩麦田的秸秆能够提供约600
吨牛饲料。

“目前，顺义区小麦秸秆绿色利用
率已达100%，除生产生物肥料和饲料
外，种植户还就地将小麦秸秆粉碎还
田。粉碎后的秸秆附着在土壤之上，
提高了农田有机质，夏季有助于蓄水
保墒，培肥土壤。”顺义区农服中心农
机服务科工作人员刘秀芹说，粉碎的
秸秆覆盖农田减少了对土壤的扰动，
抑制扬尘，保护了生态环境。

顺义实现小麦
秸秆绿色利用

平谷区举办鲜桃季
休闲旅游系列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