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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养老助餐

本报讯 赵慧慧 中午11点刚过，家
住望京街道花家地南里小区的老人王先
生，步行来到小区里的花家地南里社区
养老服务驿站就餐。“自驿站开业以来，
我几乎每天都在这里吃午饭和晚饭。荤
素搭配的饭菜营养又美味，真是帮我解
决了吃饭难题。”

今年，朝阳区在综合考虑辖区老年
人口规模及分布情况、用餐服务需求、
养老服务机构分布情况等因素的基础
上，统筹规划布局养老助餐点，在望京、
八里庄、豆各庄等地新建了10家老年
餐桌。

花家地南里社区养老服务驿站是今
年新建的老年餐桌之一。结合老年群体
的身体情况和饮食需求，驿站特意聘请
专业的营养师，制定营养食谱，做到每周
更新菜谱，让饮食丰富、不重样。

“老人们想吃什么菜，也可以通过微
信群提前告知我们，我们也会结合实际
情况，尽量满足老人需求。”驿站相关负
责人介绍，考虑到前来取餐带走的老人
较多，驿站设置了两荤一素、两素一荤外
卖套餐，并提前一天在订餐微信群统计
好点餐情况。针对一些行动不便的特困
老人，还提供免费送餐服务。

此时，八里庄街道无限社区养老服
务驿站内，负责送餐业务的工作人员刘
润，正给住在无限社区的高龄老人张女
士送餐。“驿站是今年5月份正式对外营
业的，从那时起，张女士就开始订餐了。”
刘润说。

目前，全区共有179家养老餐桌，分
布在43个街乡，更多老人能就近、便捷
地在社区或家中用餐，享受幸福“食”光。

本报讯 马博文 吴占山 日前，从怀
柔区农业农村局获悉，上半年，全区实
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52521.5万元，较
上年同期增加21464.1万元，同比增长
69.1%，增速位居北京市第一。

今年上半年怀柔区农业、林业和牧
业产值保持增长态势，种植业产值在夏
粮丰收和蔬菜产量增加的带动下，实现
产值7553万元，同比增长13.4%；在造
林和林木经营与管护项目增加的带动
下，全区实现林业产值40328.4万元，同

比增长81.6%；牧业在生猪出栏量增加
的带动下，全区实现牧业产值4337.6万
元，同比增长255.9%。

农业总产值的增加离不开全区相
关政策的保驾护航。怀柔区通过建立
定期调度、督导、会商工作机制，督促各
镇任务落实，并开展粮食春播周调度、
“三夏”期间每天调度以及蔬菜月调度，
确保落实粮食和蔬菜播种工作，及时掌
握各镇乡播种进度。

同时，怀柔区还及时制定各项惠农

政策，发放各项补贴，包括菜田补贴、种
粮农民一次性补贴、小麦一次性补贴
等，稳定农民收入。其中，菜田补贴在
市级每年600元/亩标准的基础上增加
区级配套补贴资金200元/亩。截至目
前，共惠及14个镇乡、1个街道、148个
村，共12864个补贴主体，补贴面积达
7861.34亩，同比增长49%。

此外，怀柔区还积极开展2022年
设施农业以奖代补政策，共涉及20个
项目，目前已完工16个，正在实施4个。

本报讯 孙云柯 石晶 近日，昌平区
联合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共同建设的北
京市首个生产型蔬菜无人农场取得示
范成功。该无人蔬菜农场位于昌平区
阳坊镇，园区内无人整地、无人植保、无
人巡检，只有各式无人机有序作业。
目前，辣椒垄型整齐、株旺果多，长势
喜人。

“以前种菜，需要耗费大量人工和
精力。”金太阳农场负责人谢峰军介绍，
“现在，从旋地、犁地到整渠全部由无人

机作业，不仅作物种植更加整齐美观，
还极大地节约了人力成本，首茬甘蓝种
植共节约人工成本76230元。”

该生产型蔬菜无人农场是在“退
林还耕”地块进行无人蔬菜种植的
标杆性试验示范项目，在克服了初
期投资筹措难、退林还耕地改造难、
非常规茬口种植难和疫情影响管理
运输难四大困难情况下，完成了全
流程无人作业试验。目前，总面积
47.2亩的农场中，已有70%以上实现

了数字化自主管理，经测产，达到商
品化水平的首茬甘蓝实现亩产5000
斤，有力证明了生产型蔬菜无人农
场获得成功。

露天无人农场蔬菜种植技术是北
京市农林科学院院士赵春江团队在智
慧农业、智能农机等多领域交叉的科
研成果。生产型蔬菜无人农场，为解
决当前农业从业人员老龄化和作业非
标化等突出问题提供了智能化、数字
化解决路径。

本报讯 从平谷区人民政府获悉，
近日，平谷区与三元食品开展交流对
接。区委副书记、区长狄涛，三元食品
党委书记、董事长于永杰出席。

三元食品领导一行到峪口镇西樊
各庄村、中关村平谷园兴谷开发区，实
地考察首农奶牛育种基地建设情况，以
及农科智城、紫光园项目情况。

在交流座谈会上，狄涛表示，平谷
区围绕部市合作协议落实，持续推动
农业中关村建设，企业、科研机构等资
源要素不断集聚，配套政策措施不断
完善，在人才培养等方面深入探索创

新，发展态势良好，非常欢迎三元食品
深度参与农业中关村建设。企业是科
技创新的主体，希望三元食品发挥资
源优势，在“食品营养谷”“畜禽种业
园”等建设中寻求合作契合点，探索推
动奶牛育种创新中心落地平谷，推进
更多科研机构、创新项目、应用场景等
在平谷集聚，促进产业衔接，互利共
赢。各部门要加强沟通对接，做好企
业服务，及时研究解决企业的困难问
题，推动已落地项目早日见效，营造良
好发展环境。

于永杰表示，三元食品坚持奶牛育

种与养殖科技创新，与平谷区建设农业
中关村发展路径高度契合。希望平谷
区在政策等方面提供支持，三元食品将
充分发挥旗下企业、科研机构资源优
势，与平谷区进一步对接沟通，在“食品
营养谷”建设、奶牛育种等方面加强合
作，共同探索、共同发展。

座谈会上，区科技和信息化局介绍
了“食品营养谷”建设及发展需求；区农
业农村局介绍“畜禽种业园”建设及发
展计划；三元食品介绍企业情况、产业
布局及拟合作项目意向；与会人员交流
发言。

本报讯 吴艳瑛 民以食为天，食以
安为先。食品安全始终是关系国计民
生的大事。海淀区涉农企业和规模种
植园区不断朝着标准化、品牌化方向
发展壮大，夯实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的
基础，区农业农村局坚持绿色兴农、质
量兴农，不断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管、监测、执法体系，以更高站位、更高
标准、更硬措施，提升全区农产品质量
安全水平和监管能力。近日，按照北
京市农业农村局统一部署，海淀区农
业农村局、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协同
房山区农业环境和生产监测站前往四
季青镇绿色果品采摘园、振兴观光园、
玉泉观光采摘园、墨蔬苑等4家园区
抽检韭菜、茄子、苦瓜、辣椒、小白菜、

空心菜等25批次蔬菜产品，并对4家
园区落实疫情防控情况、农业投入品
管理使用情况进行检查。本批样品由
房山区农业环境和生产监测站进行检
测，海淀区积极配合。

检查中，执法人员要求各园区相
关负责人对其生产经营的农产品质量
安全负责，科学合理使用农业投入品，
严格执行农业投入品使用安全间隔期
或者休药期的规定，选用优质特色农
产品品种，采用绿色生产技术和全程
质量控制技术，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
管理制度，配备相应的技术人员，积极
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努力实现园区
生产有记录、流向可追踪、质量可追
溯、责任可界定。

今年以来，海淀区监督抽查农产
品204批次，风险监测农产品80批次，
各镇及规模园区农残快检6328批次，
合格率均为100%。抽检品种覆盖韭
菜、芹菜、豇豆等重点监管品种以及西
红柿、草莓、樱桃等海淀特色产品。

下一步，海淀区农业农村局将定期
开展风险预警监测及常规检测，并计划
在中秋、国庆等重大节假日前加强抽
检力度，对农药投入超平均水平的产
品和生产企业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督
促其改进生产种植管理；对于在生产
过程中使用禁限用农药、常规农药残
留超标产品上市等违法行为，坚决依
法查处，杜绝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发
生，确保市民吃上健康、绿色的农产品。

怀柔区上半年农业
总产值增速北京市第一

北京首个生产型蔬菜无人农场落地昌平

平谷区与三元食品开展交流对接

海淀区联合房山区开展
农业投入品使用抽样检测工作

本报讯 近日，西城区民政局、区商
务局组织召开了《北京市西城区养老助
餐服务实施细则》解读会，餐饮行业协会
及全区社会餐饮企业参加了此次会议。

为进一步提升全区养老助餐服务保
障水平，扩大养老助餐服务供给，规范养
老助餐服务管理，优化养老助餐建设体
系、全面提升养老助餐服务能力，根据《关
于提升北京市养老助餐服务管理水平的
实施意见》《关于全面提升西城区养老服
务能力的实施方案》等文件精神，结合实
际，西城区制定出台了《北京市西城区养
老助餐服务实施细则》，鼓励养老服务机
构、老年配餐中心、社会化餐饮服务单位、
社会单位内部食堂和社区养老助餐点为
老年人提升就近便利的养老助餐服务。

区民政局明确了注意事项要求并做
了工作提示：推行实施细则，就是为了满
足老年人对就餐的便利性、丰富性的需
求，鼓励餐饮企业提供老年餐，是为了提
供给老年人优质的养老餐。

最后，西城区商务局副局长刘军要
求，社会餐饮企业要认真学习和研究实
施细则，结合各自社区的情况，在为老年
人服务的实践过程中，完善菜品，充实服
务，为社区老年人提供更多更好的服
务。同时，希望更多餐饮企业投入到养
老助餐工作中来，共同提高养老助餐服
务水平。 （西城社会建设和民政）

西城区召开养老助餐
服务实施细则解读会

朝阳区老年餐桌托起
老人“舌尖上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