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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唐茜茜冯钟圆“上期
海关专门开设的‘精卫小讲堂’
讲授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49—2022）真是太实用
了，为我们详细介绍了最新出台
标准的主要变化和特点，大兴机
场分公司全体员工参加了应知
应会测试，通过率达到100%，下
次培训我们还要积极参加。”北
京首都机场餐饮发展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许微说。

自大兴国际机场正式投运
以来，旅客吞吐量已超过5200万
人次。作为大型国际航空枢纽，
机场航站楼主体5万余平方米的
商业面积版图上，扎根了160余
家食品生产经营单位。为了更
好守护民众“舌尖上的安全”，北
京海关所属大兴机场海关通过
开展“三嵌入”式普法宣传，全面
提升口岸食品安全质量控制水
平，积极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

“普法工作不仅仅是执法部
门的一家独唱，更要通过一套漫
灌和滴灌的组合拳，将企业、消费
者纳入‘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
维护口岸食品卫生安全共同体，
切切实实奏响普法和声。”北京海
关法规处处长于维政介绍说。

据了解，大兴机场海关所辖
口岸食品企业至今保持着辖区企
业食品安全零事故记录，食品安
全现场快速检测、食品及餐饮具
采样送检合格率达95%以上，开

展食品安全“嵌入式”普法工作，
为推动精准普法、全民守法探索
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实施路径。

北京大兴机场海关副关长
朱开元介绍，口岸地区各类店铺
更迭频繁、从业人员构成复杂，
食品安全监管不容有失。海关
始终聚焦“普法嵌入执法，监管
嵌入服务，党建嵌入业务”，把法
治宣传教育融入日常监管的全
过程，努力打造关企共治的食品
安全管控格局。

今年以来，大兴机场海关借
助国境口岸食品生产经营单位
量化分级管理工作，对不同等级
的单位进行动态监督管理，着重
宣传辖区3家A级信誉资质单位
的优秀管理经验和做法，积极打
造安全生产高质量发展的排头
兵。在日常普法宣传工作中，注
重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依照
监管企业落位区域和企业经营
业态进行“划片包干”，让党建
“传感器”扎根基层最深处。

“食品安全事故一旦发生就
很难挽回，再严厉的追责都难以
完全弥补对消费者造成的伤害，
防患于未然是执法者与生产经
营单位共同追求的目标。”大兴
机场海关口岸卫生监督一科科
长陈富鑫说。为了消除安全隐
患，海关口岸卫生监督员紧盯重
点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定期对其
负责人进行责任约谈，针对餐饮

加工、仓储管理、预包装食品查
验等高风险业态和环节，下发风
险提示类监督意见书100余份，
对症解决企业经营过程中关于
食品安全风险问题80余个，在发
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同步
开展“嵌入式”普法宣传，帮扶企
业“治已病，防未病”。

“我们公司对食品安全非常
重视，对于新出台的政策法规也
特别关注，希望得到政府部门的
指导帮助。海关工作人员主动
上门为我们答疑解惑，针对食品
解冻、复热和中心温度控制等易
产生食品安全隐患的生产经营
环节，现场演示规范操作10余
次，帮助我们提升了质量安全控
制规范化水平。”北京星巴克咖
啡有限公司大兴机场区域经理
康凯说。

据介绍，针对餐饮服务、食品
销售等不同现状，海关工作人员
结合监管政策要求，主动向监管
对象提供全流程质量安全控制方
案，并积极组织开展“以考促
学”。海关将线下法治宣传培训
带入云端线上课堂，51家餐饮企
业参与专题测试，300余名从业人
员参与答题并取得良好成绩。此
外，大兴机场海关还以2家重点
企业为试点，帮助培养了40余人
的专业食品安全巡查队伍，协助
企业落实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要
求，真正做到将“监管嵌入服务”。

本报讯截至目前，顺义区提
前完成2022年便民商业网点建设
提升市级任务，并超额完成8个。

便利店、蔬菜零售、早餐、美
容美发、家政服务……生活服务
业的健康发展关系到千家万
户。截至目前，顺义区建设提升
便民商业网点33个，包含便利店
（社区超市）20个、蔬菜零售3
个、早餐5个、末端配送（快递）2
个、美容美发2个、家政1个。

笔者来到位于站前街3号院
锦荟港一层底商的7-11便利店，
看到食品、饮料、文具和日常生活
用品等种类丰富。店内顾客人来
人往，称赞“价格公道”“商品质量
更放心”“这家店搭载早餐，工作
日大清早赶时间也能吃上早饭
了”……该店今年年初对外营业，
作为顺义区第五家7-11便利店，

进一步丰富了胜利街道的便民商
业网点，完善了顺义区新模式、新
业态连锁品牌布局。

今年顺义区建设提升便利
店（社区超市）20个，占建设提升
网点总数的60.6%，覆盖仁和镇、
李桥镇、南法信镇、光明街道、空
港街道等18个镇（街），进一步加
速顺义区居民生活“便利性”进
程，推进便民商业网点全覆盖。

“近年来，按照‘缺什么补什
么’的原则，顺义区对便民商业
网点进行了精准补建、提升。今
年，顺义区进一步布局了便利店
（社区超市），协调属地对业态缺
失社区进一步补建，推进便民商
业网点规范化、连锁化、便利化、
品牌化、特色化、智能化发展进
程。”区商务局生活性服务业促
进中心负责人张海亮介绍。

顺义区商务局实地核查新建
网点真实性、合规性；大力宣传
市、区资金政策，鼓励区内连锁商
业企业申报市级项目资金，鼓励
属地利用区级专项奖励资金支持
辖区内优质商业企业建设提升。

近年来，顺义区大力发展便
民商业，结合区域实际，制定出
台《顺义区提高生活性服务业品
质行动计划》《顺义区进一步提
升生活性服务业品质工作方
案》，建立便民商业网点台账，建
设生活性服务业公共服务平
台。统计显示，2016年以来，顺
义区共建设提升网点679个，涵
盖蔬菜零售、便利店（社区超
市）、早餐、家政、洗染、美容美
发、便民维修、末端配送（快递）8
类基本便民业态。

（顺义区融媒体中心）

顺义区提前完成今年便民商业网点市级任务

本报讯耿子叶王巍浦峰
今年，北京市海淀区传承数
百年的京西稻，在农业智慧
化转型中发生了改变。日
前，一台无人驾驶的收割
机，在海淀区上庄镇京西稻
智慧农场“示范基地”开镰，
技术人员用手机开启了远
程丰收。在稻田里，这台无
人收割机可自动规划路径，
全程无须人工操作，每小时
作业面积达到 15亩。京西
稻智慧农场技术提供方博
创联动相关负责人孙祥明
介绍，京西稻智慧农场的这
片稻田今年收成相比去年
有所增加，预计亩产能达到
900多斤。

京西稻是中国重要农业
文化遗产，也是北京具有代
表性的地理标志农产品。京
西稻是海淀区的主要粮食作
物，2022年，海淀区种植2200
多亩京西稻，占全区秋粮产
量近一半。自10月20日起，
京西稻正式进入收割期，黄
灿灿的京西稻与远处的青山
呼应，形成了一幅金秋稻香
的丰收图景。

今年，海淀区在京西稻主
要产区上庄镇，建立京西稻
智慧农场“示范基地”，这也
成为北京首个以“技术+服
务”三产融合为核心的智慧
农场示范区。

在京西稻智慧农场里，智
能插秧机无人插秧，智能植保
机无人除草、灭虫，智能收割
机无人收割，从插秧到收割，
逐步实现从传统人工管控，到

远程无线智能管控的转变。
从海淀区农业农村局了

获悉，近年来，海淀区坚持
在发展中保护京西稻，京西
稻智慧农场是海淀区推进
数字技术与农业生产深度
融合的创新探索，下一步，
海淀区将持续推动数字农
业农村建设。

智慧农场不同于传统农
场，在水稻的耕种管收各个环
节，都有科技力量支撑。据
悉，京西稻智慧农场建设了基
于物联网的作物精准种植系
统，通过农机作业管理平台，
规划京西稻数字化生长模型
等科技手段的结合，实现智慧
农场的无人化种植以及智能
化管理。

孙祥明介绍，在京西稻智
慧农场种植的405亩水稻，去
年亩产只有600多斤，今年预
计亩产量能够达到900多斤。
此外，智慧农场在整个水稻生
育时期，对影响其品质的光、
温、水、气、热等因素实施动态
监测，能够进一步提升稻米的
品质。

目前，京西稻智慧农场也
是国内少数能够实现作业流
程少人化、生产全流程数字
化的尖端农业项目之一。随
着全新的作业和管理方式的
应用，生产管理决策能力得
以提升，京西稻的耕种管收
全过程更加精准化、智能化、
规范化、标准化及数字化，逐
步打造成为全天候、全过程、
全空间可复制推广的无人农
场示范样板。

海淀首个京西稻
智慧农场迎来丰收

本报讯 从平谷区人民政
府了解到，在平谷区西樊各庄
村科技小院总部智慧温室里，
近2000平方米的智慧温室宽
阔明亮，头顶上方的电子屏滚
动显示着室内的温度、湿度，
一排排整齐的螺旋仿生立柱
栽培、椰糠栽培种植槽上，立
体栽培的油菜、生菜、苦菊、西
红柿嫩苗叶旺，青翠欲滴，一
眼望去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咕隆隆，咕隆隆，哗啦啦
……”说话间一阵流水声突然
出现，“现在就是循环水启动
了，一段时间就会自动开启，
为绿叶蔬菜进行灌溉，智能监
测设备可以感知是否缺水以
及其他营养情况。”科技小院
驻村研究生王雯欣介绍。智
慧温室主要包含水培、基质栽
培等多种栽培方式，叶菜类采
用无土栽培，蔬菜的整个生长
过程皆不与土壤接触，全程生
长在营养液中，营养液为蔬菜
生长提供所需的营养、水分以
及氧气，具有生长周期短、营
养价值均衡的特点。

智慧温室基于现代传感
器技术、5G/4G、Lora等远程
数据传输技术和大数据、云计
算以及互联网信息技术，通过
环境采集、智能控制、水肥一
体化实现精准控制，形成科学
管理流程，提高农产品产量和
品质。

乡村振兴需要产业支撑，
而任何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
科技。智慧温室通过无土栽
培技术的生产、展示、试验，
以达到培养新农人、利用新
技术、实践新思想，在探索效
能最大化的同时保护环境，
实现农业生产与自然生态的
可持续发展。打造成农业中
关村“智慧农业”领域“产学
研于一体”的生态建设项目，
将农文旅深度融合，为实施
乡村振兴注入新动力。近年
来，峪口镇围绕提高农业科
技“含金量”，打出科技赋能
乡村振兴“组合拳”，通过智
慧温室，让一亩田创造出三
亩田的效益，为乡村振兴提
供了实实在在的“源动力”。

平谷区打造蔬菜
种植智慧温室

大兴机场海关守护口岸食品安全

本报讯 从东城区人民政府
获悉，近日，东城区副区长赵海东
主持召开东城区物资保障及保
供稳价组调度会。东城区商务
局、区发改委、区市场监管局、区
城管委（交通委）、区科信局、区
民政局、区卫健委、国家统计局
东城调查队领导参加会议。

会上，区商务局汇报了近期
东城区生活必需品保供稳价工

作情况。按照全市统一部署，东
城区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下坚决
落实北京市委、市政府生活必需
品保供稳价各项要求，近期，东
城区蔬果、肉类、粮油等生活必
需品种类丰富、供应充足，价格
基本稳定。与会各部门结合部
门职责就生活必需品保供稳价
工作发表了意见。赵海东强调，
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蔬菜、肉

类等生活必需品保供稳价工作，
各部门要依据职能加强协调配
合，一是要密切监测生活必需品
价格波动情况；二是要加强市场
维护工作；三是要加强重点商超
的供应调度，确保货源充足；四
是加强信息沟通，人、车、货、店、
仓各环节有情况及时报送，坚决
做好东城区生活必需品保供稳
价工作。

东城区物资保障及保供稳价组调度会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