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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刘欢 随着天气变冷，冬储
大白菜开始上市。10月19日，从北京
新发地市场获悉，目前，冬储大白菜的
供应量在1100~1300吨之间，预计11月
上旬大批量上市。同时，部分商超也开
始上新冬储大白菜。

10月19日，北京新发地市场宣传
部部长童伟表示，新发地目前正常供
货，当日蔬菜上市量是1.78万吨，加权
平均价为3.48元/公斤。其中，大白菜
日供应量约1000吨，价格在0.6元/斤~
0.8元/斤之间。

关于冬储菜，童伟称，萝卜、土
豆、大葱类的冬季储备菜供应量充
足，近期冬储大白菜的供应量维持
在 1100~1300吨左右，大批量的冬储

大白菜上市时间是 11月上旬。“目
前，新发地包括冬储菜在内的蔬菜
供 应 量 充 足 ，此 外 ，新 发 地 还 有
2000多吨的市场储备菜可以随时供
应市场。”

新发地白菜商户王永志说，他每
天会准备四五十吨左右的大白菜，批
发价格维持在0.7元/斤~0.8元/斤，后
期随着需求上升，供应量还会有所增
加。“价格处于稳定状态，近期不会有
大的变动。”

从北京物美超市惠新店据悉，10
月19日，该超市开始售卖大白菜、大葱
等冬储菜，该店总经理张传涛说，当日
8时至10时，该店冬储大白菜售出648
公斤，大葱售出107公斤。“因蔬菜价格

和品质，每年的冬储菜都很受周边消
费者的喜爱。”

张传涛还透露，今年冬储菜的价格
较去年有所下降，比如冬储大白菜价格
为0.88元/斤，去年同期售价超过0.9
元/斤。

此外，在猪肉方面，童伟介绍，10
月 19日，新发地猪肉上市量为 1551
头，加权平均价为34.15元/公斤，较10
月14日36.5元/公斤的价格已经有所
下降，但仍在高位运行。高位运行的
原因：一是近期生猪价格普遍较高；二
是调肉难度增加。他表示，随后一段
时间，政府会继续投放储备肉，前期二
次育肥的毛猪也会上市，高位运行的
状态不会维持太久。

本报讯 王可心 延怀河谷葡萄、平
谷佛见喜梨、大兴金把黄鸭梨、延庆国
光苹果，北京4种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
近期陆续成熟上市，喜迎丰收。

平谷区金海湖镇茅山后村东西北
三面环山，南面地势低，形成了一个倒
“U”型的小盆地和区域性小气候，昼夜
温差大。村里的梨树都种植在向阳坡

地上，光照充足，使得梨糖分极高。这
里的土壤还富含钾元素和多种微量元
素，产出的梨风味独特。据介绍，茅山
后村作为佛见喜的原产地，已于2016
年3月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
保护。

据介绍，目前，北京共有35种国家
地理标志农产品，包括燕山的栗子、京

西的白梨、房山的柿子、大兴的桑椹，还
有五爪的北京油鸡、肥嫩的北京鸭等
等。多样的地理环境带来的丰饶物产，
承载着北京这座古老都城的舌尖记
忆。今后，北京市农业部门将继续实施
国家地理标志保护工程，加大地理标志
农产品的扶持力度，更好地促进农产品
产业升级和产品质量提升。

北京4种国家地理标志水果喜迎丰收

本报讯 从房山区人民政府获悉，
近年来，在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坚强
领导下，房山区上下团结一心、众志
成城，按照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对房山
区的指示要求，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
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在
全市涉农区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
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年度实绩考核
中，2021年上升到第五，排名逐年稳
步提升。

房山区先后成功创建国家现代农
业示范区、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全国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区、国家农
产品质量安全区（县）、全国农村创业
创新典型区（县）。成功申报北京市
唯一一个国家级乡村振兴周口店示
范区。

累计创建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1
个（良乡）、全国农业产业强镇2个（长
阳、窦店）、市级现代农业产业园3个
（窦店、大石窝、石楼）。全国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2个（磨盘柿、香椿），国家级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3家（卓宸畜牧、
凯达恒业、航天恒丰），国家级农民专业
合作社17家，北京优农品牌15个。中
国美丽乡村1个（韩村河村）、中国美丽
休闲乡村5个（黄山店、东村、水峪、莲
花庵、堂上）。

大峪沟村成为北京市首个标准化
“美丽乡村”，黄山店村、王家磨村被评
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证书发放工作荣获北京市唯
一一个国家级表彰；农村固定观察点
工作被评为北京市唯一一个国家级

“优秀主管部门”；农业执法工作获“全
国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示范窗口”称号，
荣获全市农业行政执法考评第一的好
成绩。

截至目前，房山区已超额完成市级
下达的2022年粮食播种任务指标，上
半年，蔬菜播种面积全市排名第四、产
量全市排名第二，综合排名全市第二。
全区 23.8万亩耕地保护空间基本划
定。新一轮百万亩造林工程主体栽植
全部完成，森林覆盖率达到37.24％。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4.5％，全市排名第五。

下一步，房山区农业农村局将继续
主动作为，积极创新，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战略实施，走出一条具有房山特色的
乡村振兴之路。

房山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本报讯 吴艳瑛 为保障秋粮丰收“颗
粒归仓”，海淀区科学谋划、多措并举，根
据农作物成熟程度，分门别类指导种植
户进行田间管理。种植户们抢抓晴好天
气有利时机开展抢收工作，确保秋粮颗
粒归仓。

玉米是海淀区第一大粮食作物，种植面
积每年维持在4000亩左右，现已陆续收获完
毕。上庄镇西辛立屯村今年种植的玉米品
种为具有高产、稳产优势，耐干旱、耐高温的
“郑单958”，由于品种优良、播种适期、管护
得当，今年玉米亩产高达600多公斤。

此外，海淀区积极响应国家大豆和油
料产能提升工程，为种植户统一提供了优
质高产大豆种子，调动生产积极性，目前，
大豆播种面积400余亩，超额完成市级任
务。温泉镇探索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新
模式，通过加大玉米种植行距，缩小株距，
充分利用大豆、玉米的高度差，实现两种作
物协同共生、一季双收、一田双收，同时大
豆根瘤菌具有固氮功能，还能为玉米生长
提供养分，从而实现优势互补、和谐共生。
苏家坨镇主动作为，积极扩大种植面积，尝
试种植多个不同品种，通过进行绿色有机
认证，打造自主品牌，将所产大豆进行统一
包装销售，探索出一条致富新路径，助力农
业增产增收。

下一步，海淀区将合理制定种植计划，
紧盯关键农时，建立生产情况日报送、周调
度机制；积极落实补贴政策；以粮食高产擂
台赛为契机，邀请北京市农技推广专家到
海淀区进行技术指导；提供惠农物资，降低
种植成本。此外，全区还将应用植保创新
技术，开展病虫害防治，通过螟蛾食诱剂、
夜蛾食诱剂诱杀、害虫信息素协同农药增
效、多种赤眼蜂混合释放以及无人机撒施
缓释颗粒剂防治玉米害虫等新型技术的应
用，有望实现种植面积、产量“双增长”。

海淀区护秋保收
“颗粒归仓”

本报讯 曹晶瑞 眼下正是大豆收获的
季节，通州区西集镇郎西村的黄豆种植田
里，金灿灿的大豆喜获丰收。10月18日，从
通州区西集镇获悉，2022年西集镇共流转
退林还耕土地1.6万余亩，在达到种植条件
的地块中种植了玉米、大豆、花生等多种农
作物。

西集镇郎西村黄豆种植田里，收割机
驶过农田，黄色的大豆装满车厢，一派繁忙
的秋收景象。据北京运河集瑞运营管理有
限公司总经理耿国柱介绍，种植大豆的
1600亩土地为退林还耕后的土地，经过前
期对土壤气候等条件分析，最终选择播种
大豆。经过工作人员的精细化管理，复垦
田土壤条件改善，迎来了大豆丰收，收获的
大豆色泽鲜亮，颗粒饱满。“为确保成熟的
大豆颗粒归仓，我们调配了3台收割机进行
采收作业。趁着有利的天气条件，尽快把
土地腾出来种植冬小麦。”

据悉，2022年西集镇积极推动复耕
复垦工作，共流转退林还耕土地1.6万余
亩，在达到种植条件的地块中种植了玉
米、大豆、花生等多种农作物。目前，玉
米、大豆均已采收完成，接下来将对种植
的300亩花生进行采收，采收后的地块全
部种植冬小麦和蔬菜。“耕种完成后，我
们将不断加强监管力度，派专人对种植
地块进行巡逻，为来年丰产增收奠定基
础。”耿国柱表示。

通州区西集镇千亩
复垦田喜获大豆丰收

北京冬储大白菜11月
上旬将大量上市

本报讯 从东城区人民政府了解
到，为认真贯彻落实2022年世界粮食
日和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精
神，建立健全粮食安全宣传教育长效
机制，东城区商务局牵头粮食安全责
任制领导小组向各成员单位部署了此
次活动，要求各单位结合世界粮食日
宣传主题“不让任何人掉队。更好生
产、更好营养、更好环境、更好生活”
“保障粮食供给，端牢中国饭碗”和工
作职能，深入宣传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粮食安全重要战略部署，开展多样的
宣传活动。

日前，东城区商务局在山西天镇
蔬菜直营店开展集中宣传活动，拉开
了此次活动的序幕。通过悬挂横幅，
发放宣传资料、宣传品等方式向过往
群众进行相关知识解读，将“爱粮节
粮、科学存储、营养膳食”的理念，传播
给社会公众，弘扬和传承中华民族勤
俭节约的传统美德，营造全社会爱粮
节粮浓厚氛围。活动当天，共发放宣

传资料100余份，宣传品50余份，接受
群众咨询60余人次。

此次主题活动宣传期间，东城区
市场监管局、区科信局、区教委、各街
道办事处、粮食经营重点单位，也将结
合各自工作推出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
主题活动，通过张贴宣传海报、设置宣
传展板、优质粮油展销、营养健康咨
询、劳动体验等形式，开展丰富多样的
主题宣教活动，积极营造“爱粮节粮、
反对浪费”的浓厚社会氛围。

东城区开展粮食安全宣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