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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刘慧 继密云区与新发地市
场签署合作协议后，今年7月底，新发地
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月琳、新
发地市场宣传部部长童伟与蔬果经销商
到密云区实地考察，双方计划在京承高
速公路旁共同打造一个农产品批发市
场，可以辐射东北地区。

密云区委副书记、区长马新明表示，
如果和新发地市场共建的农产品批发市
场建成以后，从东北地区运送来的农产
品可以先运到密云的批发市场，再进行
分发。一方面，可以减少大货车进北京
城区带来的拥堵和污染；另一方面，能够
带动密云区的经济发展。

张月琳对此表示，密云的农产品批
发市场可以打造成一个智能化、数字化
的市场，在辐射东北地区的同时，保证首
都的农产品供应，带动密云当地的农业
发展。同时，还能和新发地周边省份的
分市场进行互联互通，建设成为农产品
进京保供的中转站。

据记者了解，在此次签署的合作协
议中，密云区与新发地市场将共同打造
首都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进一步优化
种养结构，改善农业生产基础条件，扩大

优势农产品生产规模，提高农产品质量
安全管控能力，全面实现农业提质增
产。拓展农产品销售渠道。促进“一企
一镇”“一企一村”对接模式落地见效。
推进密云农业展销平台建设。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以产业振兴促进乡村全面振
兴，共同打造乡村振兴“密云样板”。

在此次实地考察中，玉米经销商户
李忠跃、梨经销商户李志辉、樱桃经销商
户刘文坡、苹果经销商户郭联合、茄子经
销商户李军等与密云区农业农村局、不
老屯镇进行对接，现场指导农户种植，探
索“订单式”产销合作模式，完善首都农
产品保障体系。

在密云的玉米基地，李忠跃查看了玉
米株。他说：“玉米长得不太饱满和品种
有关，和种植方式也有关。一粒种子可以
改变整个种植方向。灌溉不能用大水漫
灌，把肥料都冲走了，应该用滴灌方式。”

李忠跃在延庆区种植了3000亩玉
米，用的是中国农科院的玉米种子。以
前延庆的农户种植玉米，每亩地只能卖
400元。现在种植中国农科院的新品种
玉米，每亩地可以卖到3000元左右。“我
们现在给北京各超市送货，北京环球影

城也进的是我们的玉米。要引导农户种
植人们爱吃的玉米品种。”他说。

在不老屯镇，一片片梨园里面种植
的是黄土坎鸭梨。“这里的鸭梨喝的是山
泉水，地里富含麦饭石，日照充足温差
大，口感好，清朝时就是贡梨了。”密云区
农业农村局局长任玉文表示。

虽然梨的品种好，但缺乏销售渠道，
有“梨中之王”美誉的黄土坎鸭梨却卖不
上好价钱。李志辉表示，应该多做宣传，
让北京的市民来这里采摘，周边还可以建
一些花海景观、露营基地等，让百姓们在
欣赏美景的同时，享受惬意的周末时光。

马新明表示，新发地市场的经销商
户们知道什么农产品好卖，有他们引导
农户种植，再通过市场销售出去，可以持
续带动密云百姓增收，也将为首都市民
提供更多的优质农产品。

据记者了解，新发地市场还将利用
自身商超、社区等销售渠道，帮助密云区
销售优质农产品，实现产销对接。密云
农业展销平台将落户新发地市场。下一
步，密云区将进一步与新发地市场加强
对接，推动密云农业向现代、有机、绿色
转变。

本报讯 近日，昌平区流村田园盛业
农业专业合作社生产的黄花菜（干）成功
通过审核获得绿色食品证书，北京市农
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和昌平区农业环境监
测站的相关工作人员为其颁发了绿色食
品证书。

近年来，昌平区流村田园盛业农业
专业合作社依托燕山深处的野生黄花，
打造黄花村模式，引进高产黄花种苗试
种，在老峪沟与长峪城村种植林下黄花
菜示范基地约200亩。

黄花菜耐旱、耐贫瘠，不与粮菜争

地，整个生长期内病虫害较少。因此，在
种植过程中只需施用少量有机肥，符合
绿色食品的生产标准。黄花菜营养丰
富，又名忘忧草、金针菜，有很高的食用
和药用价值，有健胃、消肿、安神明目等
功效，是很受欢迎的食品。

北京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的技术
人员为合作社以后的发展提出了三点建
议：一是建议合作社能继续扩大黄花菜的
种植面积，达到黄花集中连片、形成一片
花海的视觉效果，吸引更多消费者打卡，
带动观光旅游摄影和餐饮民宿等产业发

展，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二是建议合作
社在现有的基础上调整以黄花菜为原料
的酱菜配料来源，按照绿色食品的标准生
产，提高产品的市场认可度。三是建议将
黄花菜产品升级，打造较为高端的产品品
牌，进一步带动黄花菜的产业发展

合作社负责人表示，将继续严格把
控产品质量关，按照标准生产，让消费者
买的安心、吃的放心，今后合作社将带动
更多的农户，做好一二三产业融合，助力
乡村振兴、农民增收。

（北京美丽乡村网站）

昌平区黄花菜（干）获绿色食品证书

密云区与新发地
将共建农产品批发市场 本报讯 赵婷婷 马平川 目前正

是鲜食玉米集中成熟的时节，近
日，2022年平谷区兴谷街道中胡家
务首届鲜食玉米尝鲜季，在中胡家
务玉米种植基地开幕。一个个香
甜软糯、晶莹剔透的玉米，或上市
鲜食、或制作成特色玉米美食，等
待游客品尝。

尝鲜季以“相玉兴谷?玉见醉
美中胡家务”为主题，现场“活动
鲜”“视觉鲜”“口味鲜”，以丰收大
鼓、快板表演、电商直播、文创制
作、特色鲜食玉米美食品鉴、趣味
迷宫体验等方式，为居民游客提供
全方位的吃喝玩乐体验，聚会“精
彩生活?活力兴谷”。尝鲜季将持
续到8月下旬，市民可以线上搜索
微信小程序“供销优选小程序”“京
平优选小程序”进行购买，也可驱
车到中胡家务千亩鲜食玉米基地
现场选购。

2021年起，中胡家务村实施退
林还耕，大力发展鲜食玉米产业，
积极对接北京农林科学院玉米所，
学新技术、引新品种，发挥“互联
网+”电商平台优势，采取“科研院
所+党支部+公司+合作社+农户”
的新模式。今年村集体、企业和农
户预计收入360万元，为农民增收
开拓了新路径。目前，中胡家务已
经形成集鲜食玉米种植、电商销
售、休闲旅游于一体的完整鲜食玉
米产业链，明年有望扩种1400亩。
中胡家务鲜食玉米富含多种维生
素、矿物质及游离氨基酸等，易于
人体消化吸收，含糖量高达20%，是
常规品种玉米的1倍左右。

本报讯 喻如妍 今年年初，怀
柔区宝山镇政府与转年、三块石和菜
树甸三村达成合作，村民将共计560
亩土地统一流转到各村党支部，再由
镇种植中心向党支部支付租赁费
用，用以种植甘蓝和散菜花等蔬菜。

截至今年7月，宝山镇蔬菜种
植中心560亩的流转土地收获甘蓝、
散菜花、西兰花108万斤，总收入达
到62.6万元。除土地的租金外，今
年蔬菜收获后，每个村最少能获得
蔬菜销售分红3万元，进一步增加村
集体收入。“这次土地由村集体流转
回来，一方面，可增加村集体收入；
另一方面，也能通过成立种植中心
带动镇里产业发展。”镇农发办工作
人员孙国民说。

宝山镇种植中心还聘请了本镇
拥有丰富种植经验的于存国来管理
菜园。“于存国种出来的菜产量高、
质量好，菜有没有病、有什么病他看
一眼就能知道。”孙国民说。于存国
负责管理菜园，移苗、打药时间都由
他决定。在他的技术指导下，500多
亩地上的蔬菜长势良好。

“我们和中菌菌业公司签署了
销售合同，在蔬菜成熟的时候由中
菌菌业公司出面与大型超市、菜市
场等进行沟通协商，保障蔬菜销
路。”宝山镇工作人员说。

首届鲜食玉米尝鲜季
推动平谷区特色产业发展

怀柔区宝山镇三村流转
560亩土地种蔬菜

本报讯 柴福娟 7月13日，通州区潞
城镇东前营村林地的“蘑菇屋”里，一排
排食用菌棒长满了或大或小、小伞一样
饱满莹润的榆黄菇，村民穿梭其间，正忙
碌地采摘。今年，东前营村充分利用林
地资源，借“绿”生金，借“林”发力，“小蘑
菇”撑起了“致富伞”。

东前营村林地的“蘑菇屋”，是个
长 22米、宽 3米、高 3米的棚子。棚
内，湿润的空气中夹杂着菌菇特有的
清香，一排排整齐划一的食用菌棒长
满了蘑菇。

东前营村目前有6间“蘑菇屋”，其
中5间大棚里面种的是平菇，1间是榆黄
菇。虽然数量不多，但它为东前营村的
林下经济发展注入了力量。

“东前营村从今年‘五一’前后开始
种植蘑菇，之所以种植蘑菇，是因为它
生长期短、产量高、易操作。这些菌棒
在生长期可产出6茬蘑菇，每茬生长周
期为1~2周，从5月到现在，已产出蘑菇
10000多斤。”东前营村党支部书记许华
英说道。

想要种植出优质、新鲜的蘑菇，并不
是件一蹴而就的事情，其中蕴含着很大
的学问。为了让种植工人了解种植蘑菇
的技巧，潞城镇邀请镇域企业中农富通
园艺有限公司的专家提供设施以及技术
指导。

“平菇、榆黄菇在生长时最需要的
光线为散射光，为了营造出蘑菇生长的
最佳环境，我们在大棚上方设置了遮阳
网，避免了阳光直射；此外，村民们每日
需对菌盖或地面进行3次以上的喷水，
确保大棚内的湿度保持在85%以上；为
了防止菌蚊侵蚀蘑菇，我们还设置了防
虫网，确保蘑菇的产量。”中农富通技术
人员说。

在种植工人正式上岗之前，技术人
员会先进行岗前知识培训，进入蘑菇棚，
还有现场培训。“我们喷水都是根据每天
的气温湿度变化，其次想要摘的蘑菇株
型完美，也需要技巧。”种植工人说道。

东前营村种植蘑菇，选用了村口林
地，充分利用大面积闲置林下土地。“我
们将森林、劳动力、土地等资源整合，大

力发展林下育菇，可以将土地效益最大
化，又能增加村民的就业岗位。”许华英
说，“除了种植平菇和榆黄菇，我们还利
用大棚之间的间隙种植了大约3亩的中
草药，将林地合理布局，充分利用，进一
步探索拓宽农民增收的渠道。”

东前营村林下蘑菇是区农业农村局
的重点扶持项目，自蘑菇生长以来，大棚
产菇量不断提升，已为村集体增收近4
万元，还带动了村民就业。

东前营村村民孟献龙每日的工作便
是给蘑菇喷水。“我们一共7个工人，4个
固定工人，3个临时工人，大家轮班种植
蘑菇，每天早上八点半上班，一天的工作
时间不低于7小时，每个月能挣三四
千。”孟献龙说道。

“每次蘑菇成熟后，我们都会特意留
下一些，然后分发给村里的老年人和低
保户，让大家一起尝尝鲜，感受一下村庄
丰收的喜悦。”许华英说道，“下一步，我
们要充分利用现有林地资源，鼓励更多
村民参与种植，做好市场引导，带动更多
村民增收致富。”

通州区潞城镇“小蘑菇”撑起“致富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