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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陈争 王亚南 日前，农业农
村部、国家发改委、科技部等八部门公
布了第三批49个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
行区创建名单，延庆区位列其中。

据了解，我国自2017年启动国家
农业绿色发展先行示范区建设，以形成
一批适宜不同类型特点的农业绿色发
展模式和技术集成，提炼推广一批农业
绿色发展制度，为推动形成农业绿色生
产和生活方式提供样板。按照要求，创
建单位要重点围绕农业投入品减量增
效、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农业资源集约
利用等方面，探索符合不同区域、生态
类型、主导品种的绿色发展模式。

近年来，延庆区深入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始终以“田长
制”为抓手，完善保护耕地责任长效机
制，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生态用地
“非生态化”现象；实施保护性耕作、农
机深松、种养循环、有机肥使用等，多举
措保障耕地质量等级稳步提升；大力发
展高效节水农业，推广实施种植业水肥
一体化、田园滴灌、畜禽养殖雨污分流、
水产养殖标准化改造等工程，确保水资
源在农业领域高效利用；在全区范围内
推广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建立
农林有机废弃物收储运体系，持续有力
推动农业生态涵养；实施人居环境整治

提升工作，深化“清脏、治乱、控污、增
绿”，推进农村“厕所革命”；持续做好
“妫水农耕”区域公用品牌，推广绿色生
产技术，加强绿色有机示范带建设。

创建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是
探索农业绿色发展道路，创新绿色农业
技术模式，打造绿色有机农产品样板区
的现实需求，对于示范引领生态涵养区
农业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区农业
农村局副局长郭金波表示：“延庆区作
为首都生态涵养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区，将始终坚持循环发展、低碳发
展、绿色发展，扎实推进农业绿色发展，
打造农业绿色发展‘延庆样板’。”

本报讯 吴艳瑛 上半年，海淀区积
极克服疫情影响，做好“菜篮子”产品稳
产保供工作，合理制定生产计划、层层
压实责任，将生产任务分解到镇，落实
到村、到地块，据初步统计，海淀区上半
年完成蔬菜播种面积4700余亩，同比
增长18%；蔬菜产量7300余吨，同比增
长38%；完成粮食播种面积7000余亩，
同比增长10%。

“受去年最强秋汛影响，部分小麦
播种较晚、弱苗比例偏高，海淀区农业
农村局非常重视，给予指导，使我们的管
理水平大幅度提高，今年合作社小麦总
产量100吨，超出预期。”海淀区太舟坞村
经济合作社负责人王哲学激动地说。

上半年，海淀区积极推进复耕复种
工作，提升菜粮种植面积；通过“田长
制”巡田、“大棚房”专项检查及农田核
查等减少农田粮荒、弃管现象，确保应
种尽种；通过发放农田生态补贴、耕地
地力保护补贴、菜田补贴等惠农资金，
调动生产积极性，确保种足种好。

海淀区积极落实北京市“加种一茬
叶菜”的工作要求，多措并举带领全区
农业生产主体共同落实好菜粮生产任
务，保障菜粮产量提升。“农技中心技术
人员经常到我们园区，分享优质高产蔬
菜种子，查苗情、看长势，指导生产管
理，交流经验，遇到困难随时沟通，园区
蔬菜供应一年四季不间断。”北京百旺
农业种植园负责人刘文喜说。

春播期间，海淀区印发关于进一步
加强蔬菜生产保供工作的通知和加强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海淀区种植业
生产的工作意见，指导各镇在从严从实
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保障安全生
产，做到抗疫、生产两手抓，毫不放松推
进农业生产进度。

“三夏”期间，持续做好“一喷三防”
等小麦中后期管理，克服去年晚播造成
的客观影响；积极防御阴雨、冰雹等极端
天气危害，防范穗发芽、霉变、烂场雨等
灾害发生，指导种植主体紧抓晴好天气
有利时机做好夏粮抢收工作，做到成熟

一块、收获一块；针对玉米、水稻等夏管
作物，加强田间水肥管理，做好病虫害
防治工作，为秋粮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6月下旬至今，雨水较多，区、镇
农业部门关于天气变化的提示就没有
断过，嘱咐我们合理安排种植计划，不
误农时，及时耕种，并指导我们进行病
虫害防治。”海淀区种粮大户刘雪说。

汛期，海淀区制定2022年防汛抗
旱工作方案，针对设施农业和农田基础
设施防汛工作，梳理细化雨前、雨中、雨
后16项具体措施，确保安全度汛；与气
象部门建立沟通预警机制，第一时间发
布预警信息，提醒生产主体做好防灾减
灾及灾后生产恢复工作，进一步提高农
业生产抵御自然灾害风险的能力。

下半年，海淀区将持续保持良好势
头，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强化督导调
度，以粮食蔬菜高产擂台赛为契机，做好
技术服务，加强田间管理，做好植物疫情
防控及防灾减灾工作，着力提升单产，确
保高质量完成蔬菜粮食生产任务。

本报讯王可心田兆玉麦粒颗颗饱
满，金灿灿的麦子报告着丰收的喜悦。
由北京市农林科学院选育、走出国门来
到巴基斯坦的中国杂交小麦喜迎丰收。
即使在今年罕见高温的情况下，近万亩
示范区的最高亩产依然突破400公斤。

优质的杂交小麦是如何培育出来
的呢？在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杂交小麦
研究所通州基地，或许能找到答案。基
地的278亩试验田中共设立了500余个
试验小区，每个试验小区面积约12平
方米。每年，这些小区都会被播种上不
同的实验材料，“实验材料也就是杂交
小麦的试种品种，待麦子成熟后，我们
会进行测产，筛选出优质高产的品种。”
基地负责人苑少华介绍，参加北京市乃
至国家级的区域实验材料，都需要经过
多轮试种。每个实验材料要在不同的
基地试种三年，通过和对照材料的比
较，汇总不同区域数据，以此判断出该
实验材料是否增产。数据漂亮的实验
材料，会通过品种认定，成为新品种。

自2015年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杂交
小麦研究所通州基地设立以来，基地依

托于家务国际种业科技园区，在副中心
土地深耕细作，专心杂交小麦科研实
验，参与“京麦”系列培育，“从最初的京
麦 6、京麦 7，到现在的京麦 21、京麦
179，我们都参与了试验试种，现在很多
京麦品种在北京市乃至全国都进行了
推广播种。”苑少华欣慰地说。

“干旱、少雨、高温、盐碱地、病虫害
严重……巴基斯坦的土地非常不具备
高产条件。”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杂交小
麦研究所首席科学家赵昌平第一次来
到巴基斯坦时，干燥的风沙、热辣的阳
光让他直皱眉头。据当地农业部门专
家介绍，巴基斯坦属于亚热带干旱和半
干旱气候，年平均降雨量不到250毫米，
在小麦成熟季节，40℃的气温司空见
惯，有时甚至超过50℃。受生产力水平
和当地经济情况的限制，水肥管理水平
较低，再加上当地特有的锈病、蚜虫等
病虫害，种植条件的劣势超出想象。

既要适应高温、缺水、盐碱土壤的
自然条件，又得扛住病虫害侵袭，要想
挑选出合适的杂交小麦品种没有捷径，
只能从最基础做起，年复一年地进行选

育。赵昌平说，“京麦”系列杂交小麦的
研究进展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
注，哈萨克斯坦、伊朗等自然环境相似
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纷纷主动来
寻求合作。2019年，北京市农林科学
院自主培育的杂交小麦品种“JM6-3”
在乌兹别克斯坦通过审定，成为我国通
过国外审定的第一个杂交小麦品种。

全国十粒种，一粒自北京。京麦系
列的“留洋”路，是北京率先开展科技创
新、打造全球种业之都的缩影。“我们相
信，在今后5到10年间，杂交小麦将会
像我们国家的杂交水稻一样，在粮食安
全、自主创新以及现代种业方面作出重
大贡献。”赵昌平说。

而在城市副中心，于家务国际种业
科技园区正在聚力打造种业“高精尖”，
不断汇集顶尖种业科研力量，做强国际
种业科技园区，成为“中关村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首个种业科技特色基地。
未来，园区将实施“筑核、创新、整合、拓
链、开放”五大重点任务，力争到2025
年，建成全国种业创新高地；到2030
年，成为全球种业创新高地。

本报讯 杨璐 赵平 刘代 软糯多汁、
清脆爽口、香甜浓郁……平谷区大桃作
为华北地区夏秋最为丰产的水果，以个
大、色艳、甜度高的特点深受广大消费
者喜爱，远销全国各地。

软糯多汁、清脆爽口、香甜浓郁的
平谷大桃如何既能“销出去”又能“运出
去”，“鲜”达全国各地？

南方航空物流有限公司北京分公
司介绍，近年来，南航物流全面贯彻落
实乡村振兴要求，积极保障农产品供
应链畅通，以实际行动助农兴农惠
农。自7月中旬起就启动平谷大桃运
输项目，项目小组提前开展产地调研，
做好渠道对接和全流程运输保障。截
至8月25日，共计运输桃类产品超350
吨，发往海口、广州、昆明等22个站点，
将平谷大桃的香甜送上大江南北众多
家庭的餐桌。

主动走近果农、果商与代理人，密
切跟进桃类产品的运输保障需求，结合
采摘、集运的时间与包装要求，制定专
属运输方案。以运输为例，货物到达货
站后，开辟绿色通道，预留舱位，指定专
人快速收运，缩短地面运输时间，全过
程轻拿轻放，做好防雨措施，最大程度
保证桃子品质。

包括平谷大桃、大连到广州的樱
桃、岭南到新疆的荔枝、湖北到北京的
莲藕在内，在“助农、惠农、办实事”的宗
旨下，南航物流架起高效运输的空中桥
梁，实现各地物产千里“一日达”的迁徙
流转。

本报讯 孙仕维 正值南果成熟时
节，在北京市南口农场有限公司南农百
果园园区的温室里，一排排软枝大红火
龙果长势喜人，挂在枝头。果园的工作
人员穿梭其中，忙着挑选成熟的火龙
果。据了解，经过几年的培育，在昌平
种植的火龙果亩产可达3000斤以上，仅
一个温室大棚的经济价值可达6万元。

据介绍，北京市南口农场有限公司
南农百果园园区在市、区两级农业技
术推广站的精心指导下，进行了一个
温室大棚的软枝大红火龙果种植。“南
果北种”热带水果管理模式即是在利
用北方温室光热资源的同时，通过调
节控制温度、湿度、光照、水肥等农业
生产要素，让诸如火龙果一类的热带、
亚热带作物可以在昌平扎根结果。此
外，因北方气候干燥、昼夜温差大，“南
果北种”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够提高果
品的含糖量。

“除了常规栽培的火龙果，园区还
研发了盆栽的火龙果，让市民不仅可以
亲自体验火龙果采摘，还可以将盆栽的
火龙果带回家。”果园园区负责人王学
志说道。

“针对区内有需求的园区、种植户，
区农业技术推广站不仅为其引进不同
的优新品种，提供全程技术服务，还定
期请来市站的专家进行技术指导。”区
农业技术推广站农艺师于静湜表示，
下一步，区农业技术推广站将在全区
进行新品种的试验示范工作，为全区
特色农业发展做好技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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