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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刘苏雅 把技术种到泥土
里，才能结出最香甜的果实。去年，33
家市属涉农科技社团在京郊建起工作
站、开展科技服务，推动75项农业科技
成果、30个农业新品种在乡村落地。
科研工作者依据村情特点提出发展建
议，传授最新农业技术，助力“京枣”、
北京油鸡等“京字号”品种扎根京郊的
同时，也带出了一批“乡土专家”。

门头沟区斋堂镇白虎头村曾是产
煤村，煤矿关停后，枣树成了村民的重
要收入来源。北京市农科院林果院研
究员潘青华是村里“科技小院”的驻院
专家，他先后尝试帮村里引进近百个
枣树品种，找最适合当地种植的品
种。如今，“百枣园”建起来了，在北京
本土繁衍了成百上千年的“京枣”系列
品种占了主流。

十几年来，潘青华跑遍了北京郊区
适宜种植枣树的村落，手把手地教果农
种植要领、病虫害防治技巧等。“老把
式”提到他，也会竖起大拇指：“潘工剪
的枝，秋天结的果就是个儿大。”

枣树下也被合理利用。市农科院

培育的千余只北京油鸡闲适地散着
步。“利用枣林下的空间进行养殖，可以
促进农民增收，一举两得。”潘青华说。

农闲时节，延庆区窑湾村，二十多
岁的年轻人和头发花白的老人一起学
手艺。授课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汤氏面塑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汤岭，一块彩色面团在她手里有万般
形状。

今年，北京工艺美术学会在窑湾
村建起乡土文化专家工作站，开设了6
个门类的工美课程。“每次有活动，我
都来。学的东西太丰富了。”村民曹新
兰最感兴趣的是剪纸，逢年过节，给家
人剪几幅窗花，生活又多了几分红火
气息。“咱村常住人口270多人，每次开
课，七八十人报名是常事儿。”窑湾村
村支书崔永启说，“不少村民的作品都
很拿得出手了。我们也盘算着，用非
遗技艺丰富村里的民宿产业体验。”北
京工艺美术学会秘书长叶晓溪表示，
传统手工艺起源于乡土，未来也必定
要回归乡土。今年项目一期结课后，
将收集村民反馈并深度开发后续课

程，帮助窑湾村创造出富有品牌性的
乡村文化产品。

“我刚来的时候，村里老人说‘我
种了一辈子地，还用你教’，现在大家
心服口服，因为农作物不会骗人。”怀
柔区渤海镇洞台村驻村第一书记、市
农业技术推广站正高级农艺师吴尚军
来村里不到一年，他指导的玉米、白
菜、红薯等农作物就迎来了大丰收。

光自己干还不够，吴尚军还开起
了科普课，线上线下同步讲，普及先进
的农业种植技术。不只本村的村民来
听课，线上的“学生”多达数百人。

北京市科协介绍，依托乡村振兴
工作站、“科技小院”等平台，顶尖的农
业科技真正在乡土生根发芽，建起一
支“带不走的帮扶工作队”。去年，市
科协已组织动员33家科技社团、专家
1500余人次深入京郊开展科技服务，
推广了山区樱桃生态高效栽培技术、
蔬菜集约化育苗技术、设施番茄栽培
技术等75项科技成果，让紫花苜蓿、香
菇T2、白海棠等30种农业新品种扎根
乡村。

75项农业科技成果落地京郊

本报讯 田兆玉 冬季的北方田野
里一片萧瑟，北京城市副中心采摘园
里却绿意盎然。大棚里游客们提着篮
子，穿梭在草莓、番茄、萝卜等果蔬大
棚里，体验采摘乐趣。稀有的果蔬品
种成为采摘园的“流量密码”，不仅让
游客体验到田间乐趣，也在寒冷的冬
季带火了都市农业。

白草莓成为采摘“新宠”

在北京金福艺农农业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的园区内前来采摘的游客三两
成群，手中的采摘盒里装满了新鲜的
草莓。“这是我们新引进的粉玉草莓，
经过2年试种，收获了一批游客的青
睐。”公司技术主管姚发翠介绍，印象
中的草莓成熟后都是艳红色，而粉玉
草莓就就像它的名字一样，成熟后果
实白中透红，在红草莓中格外醒目。

随着白草莓近几年的兴起，金福艺
农不断尝试拓宽高品质农产品，此前先
后试种了多个白色系草莓，但效果并不
理想，直到遇到了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
站推广的粉玉草莓。

“粉玉草莓的口感、品质、抗病性
都不错，我们去年试种了一年，游客的
反映很好，因为这种草莓是单果种植，
产量无法与红颜等大众草莓相比，上
市的头一茬可以说一销而空。”姚发翠
说。除了高颜值外，粉玉也是副中心
内获评北京草莓之星四星奖的“顶级
草莓”。

除了粉玉外，圣诞红草莓也广受
好评，成为园内的“流量选手”。大棚
里，一半种植了粉嘟嘟的粉玉，一半则
是娇艳艳的圣诞红。

今年春节期间，不少游客预约后
都赶着来摘头茬草莓。住在朝阳区的
刘笑飞说：“今年第一次来台湖采摘，
感觉这边的白草莓品质很不错。而且
这边在同一个大棚里还能采摘到红、
白两种颜色的草莓，感觉非常棒。”

“番茄联合国”有了新“成员”

见惯了红色、黄色的番茄，今年，
有着“番茄联合国”之称的金福艺农，
新引进了绿蜜珠、白姑娘两种番茄，为
番茄大家庭增添了新成员。

番茄大棚里，椭圆形、胖乎乎的白
姑娘挂在绿色的藤蔓上，轻轻一碰就
掉进了采摘篮，放进嘴里一尝，浓浓的
汁水在口中爆浆。“这个品种叫白姑
娘，越是成熟，白色的部分就越是明
显，完全成熟时就如同白玉一般，照在
阳光下可以清晰地看到番茄内部的纹
路。除了好看，这款番茄的甜度也很
高，口感十分不错。”姚发翠说。

与白姑娘相隔不远，如宝石般青
翠的绿番茄也是公司新引进的品种。
“我们以前种植过绿宝石，但由于口
感、耐裂性都不够完美，去年公司种子
换代，新引进了绿蜜珠，目前来看它的
各方面表现都不错，目前糖度已经达
到12，预计到了最佳采摘期3月，糖度
还会再上升。”

姚发翠介绍，棚内番茄最好吃的季
节为3—5月，这个时期的光照、温湿度
都最适宜番茄生长。目前，园区内番茄
共种植50亩，亩产量7000斤左右。

园区里，孩子们清脆稚嫩的嬉戏
声，大人们爽朗的交谈声，农户们充满
丰收喜悦的欢笑声，交织成一首幸福
交响曲。

稀有果蔬品种提升副中心采摘园经济效益

本报讯陈扬近日，延庆区召开“三农”建设
工作会，推动今年“三农”工作早筹备、早部署、
早行动。延庆区委副书记、区长叶大华出席会
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要深化认识，接续努力。对标
对表中央目标决策、市级决策部署，顺应延庆
自身发展，继续不断努力奋斗，以一年一小步、
五年一大步的工作节奏，将“三农”发展得更好
更强。要看到优势，知道短板。清醒认识“三
农”工作现状，勇于担当、主动作为，奋力开创
“三农”工作新局面。

会议强调，要明确思路，抓好重点。固本强
基，抓产业高质量发展。抓基本，研究抓得住、
能量化、可考核的指标，提高质量和效益。抓关
键，积极探索创新，推动现代农业快速向前发
展。抓融合，拓展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
价值。抓品牌，做好“妫水农耕”优质品牌，做好
现代种业，增强科技赋能。量质并重，抓乡村和
美宜居。推进300个美丽乡村建设收官，增强
美丽乡村吸引力。抓好农村环境“面子”，以完
成15个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标杆村带动全域村
容村貌再上台阶。抓好农村治理“里子”，强化
机制保障，因地制宜制定移风易俗规范，加强法
治建设。以人为本，抓百姓增收致富。抓好24
条促进农民增收措施落实，发展壮大农村集体
经济，激发增强农民主体作用。

会议强调，要落实责任，落地见效。牵好
头，定责、定量，清单化管理、项目化落实，进一
步健全工作机制，高效统筹各领域政策、各渠道
资金，集中发力，加强内部监督监管，规范审批
使用流程，确保政策落实到位，资金用在刀刃
上。见行动，扛起担子、压实责任，率先垂范带
头干、主动担当抢着干、冲在一线比着干，展现
出新气象、体现出新作为。出成效，形成可视化
成果，打造特色和亮点，助推延庆“三农”建设。

会议部署了2023年延庆区“三农”工作重点
任务，相关部门单位进行发言。

延庆区部署新一年
“三农”建设工作

本报讯 林倩 为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
约传统美德，石景山区八宝山街道多措并举，
持续推进“反对浪费崇尚节约”文明行动，引领
“光盘行动”新风尚。

八宝山街道利用微信公众号，积极转发各
类杜绝餐饮浪费的宣传海报、动画短片——“这
个春节，让我们将‘光盘’进行到底！”“‘光盘’应
成为持久的生活方式”等，特别是“两节”期间，
广泛宣传拒绝“剩”宴、鼓励“光盘”等文明节俭
行为，营造辖区崇尚节俭、反对铺张浪费的良好
氛围。

各社区通过社区微信公众号、居民微信
群，广泛转发街道关于宣传“制止餐饮浪费”的
相关微信，号召居民群众传承美德、崇尚节俭。

同时，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每月积极对辖
区餐饮企业单位就氛围营造、餐品设置、劝导服
务、经营方式、餐桌浪费、源头减量6方面内容进
行检查，指导辖区餐饮企业单位树立简约适度、
文明绿色的餐饮理念，敦促其践行“光盘行动”。

各社区还广泛开展“反对浪费崇尚节约”
文明行动，特别是“两节”期间，通过主题宣讲、
话题讨论、公益宣传、志愿服务等多种方式，大
力弘扬勤俭节约、文明用餐、制止餐饮浪费、使
用公勺公筷等良好风尚，倡导居民群众养成节
俭用餐习惯，践行绿色生活方式。

据悉，八宝山街道下一步将继续以创建全
国文明城区为抓手，进一步加大“反对浪费崇
尚节约”主题活动的推动力度，坚决制止餐饮
浪费行为，让节约粮食内化为大家的自觉，让
文明餐桌理念入脑入心，共同营造浪费可耻，
节约为荣的良好社会氛围。

石景山区八宝山街道
开展“光盘行动”

本报讯 王凯琳 日前，第九届“北
京草莓之星”评选暨第四届昌平草莓
节在市民的期待中如约而至。本次活
动由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和昌平区
农业服务中心共同策划举办，以“高质
量促产业发展 农旅融创莓好生活”为
主题，昌平区共获70个奖项，占全部奖
项的66%。

在北京农业嘉年华博览园评选现
场，浓浓的莓香飘溢在空气中，入眼皆
是红的、粉的、白的等众多颜色的草
莓，参与此次活动的参赛品种有30余
个，样品数量达到330个，参赛的园区
数量达到100家以上，其中白色恋人、
妙香七号、宁丰等新品种首次参赛。

经过20位业内专家与11位北京各
区农业推广代表，结合果品外观与品质
的认真评选，共评出106个奖项，昌平
区共获70个，占全部奖项的66%。其中
五星奖10家，昌平区北京农业嘉年华
公司等7家园区获奖；四星奖30家，昌
平区梦长思农业园等20家园区获奖；
三星奖60家，昌平区39家园区获奖；最
受市民喜爱奖3家，昌平区北京万德园
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和北京康寿草
莓专业合作社2个园区获奖；新增草莓
新品种奖3家，被昌平区北京万德园农
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鑫逸农场和北京
农业嘉年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获得。
北京康寿草莓专业合作社社长王建兴

激动地说：“我们始终坚持品质，坚持有
机种植，因为只有好品质才能有好口
感，感谢得到大家的认可。”

据了解，2022—2023年度，昌平区
草莓种植规模5000余栋，昌平草莓年
均产量600余万公斤，年产值超过3亿
元，带动4000多农民就业，甜美的草莓
极大助力了乡村产业振兴，又大大增
加了市民对美好生活的获得感。

昌平区农业服务中心主任雷涛表
示，“未来3个月里，我们将以果为媒、
以节搭台，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讲述草莓故事、提升草莓品牌、传
播草莓文化、促进草莓销售，真正让小
草莓融合农商旅。”

昌平区获“北京草莓之星”奖项超六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