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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袁文勇 近日，北京市农村工
作会议上提出，要以“土特产”为方向，开
发“土”的丰富资源，形成“特”的竞争优
势，提高“产”的质量效益，积极发展都市
型现代农业。从丰台区农业农村局了解
到，该局紧紧围绕北京“土特产”，依托国
家级农作物品种展示评价基地，从多年
来种业大会展示示范品种中精心筛选出
四大类、特色作物品种60余个，总计9万
余株种苗目前长势喜人，已做好定植移
栽准备。

据介绍，这9万余株种苗具有三大特
点，一是“土”品种当家，有历经4年时间
联合育种专家从北京地方特色老品种中
挖掘、恢复利用的新口感型苹果青番茄，
有丰台独有特色的心里美萝卜，北京六
叶茄、九叶茄，还有老北京车头冬瓜、倭
瓜等传统口味蔬菜品种。二是“特”品种
出彩，有市场认可度较高的草莓水果番
茄，紫色、白色、绿色樱桃番茄等优势品
种，有丰产性高、商品化优良的彩椒、甜
椒品种，还有“金童玉女”黄瓜等市场主
推品种。三是“产”品种融合，有围绕丰
台打造都市农田彩色观光新景观，引进
院士团队新育成的富硒油菜薹和红、青
菜薹系列，还有与国家级研发机构合作
开发的旱直播粳稻新品种，将陆续进入
播种育苗阶段。

据悉，国家级农作物品种展示评价
基地在完成北京市品种展示评价工作用
苗需要后，所育种苗将全方位提供给丰
台智慧农业园区、休闲农业区进行试验
示范，进一步优化农田种植结构，提升农
产品质，满足产业融合发展的基础需求。

9万余株国家级种苗
将“迁居”丰台区

本报讯 张丽红 近日，为提升北京
市食用菌生产者对食用菌产业的认知能
力，提高安全生产、品牌创建、营销渠道
构建以及产业融合发展等专业技能和综
合素质，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举办了
全市食用菌高效生产技术高素质农民培
训。这是本年度全市第一个高素质农民
培训班。

乡村振兴，农民是主体，人才是关
键，高素质农民是重要支撑。此次培训
通过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及工作群等
方式进行了招募，报名者非常踊跃，最终

精选了40名学员，其中包括返乡下乡创
新创业青年、家庭农场主、农民专业合作
社带头人等。

此次培训为期5天，主要通过专题
报告、案例分享、分组讨论、互动交流
及观摩研学等方式进行。培训的内容
主要包括5大方面：食用菌产业现状与
发展趋势；食用菌安全生产及相关规
范；平菇、羊肚菌、大球盖菇、竹荪共4
个菇种的高产高效栽培技术；食用菌
休闲科普园区的打造；食用菌品牌创
建与销售渠道构建。现场培训涵盖了

平菇、羊肚菌、大球盖菇3个菇种的高
产高效生产技术，食用菌工厂化生产，
食用菌科普园区的打造等内容。并在
现场讨论交流了2022年食用菌生产情
况、羊肚菌高产生产技术、生产案例分
享等内容。

学员们纷纷表示，通过此次培训，自
己的专业技能、综合素质、经营管理能力
得到了提升。并且进一步了解了产业发
展现状和发展趋势，希望今后在食用菌
融合发展的运营模式以及品牌的打造上
能够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本报讯 吴艳瑛 据了解，连日来，结
合辖区农业实际，海淀区农业综合执法
大队开展了主题为“加强农业执法保障
消费者权益”的宣传周活动，贯彻《中华
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法律
法规，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维护
消费者合法权益。近日，海淀区农业综
合执法大队的执法人员，来到西北旺镇
图景嘉园开心菜园开展普法宣传活
动。现场普法活动围绕农业生产安全
主线，采取悬挂横幅、摆放展板、发放宣
传材料、现场提供咨询等形式展开，全
面宣传种子、农药、肥料、农机、农产品

质量安全等法律法规和知识，现场群众
纷纷积极响应。

“通过这次活动我学到了不少知识，
尤其是在种子和肥料方面，我们要到合
法正规的有资质的商家去购买，避免买
到假种子、假农资。”居民刘凯说。

家住附近的谢悦也觉得，此次活动
受益匪浅。“我领到了水产养殖方面的一
些宣传材料，还有宠物就医注意事项。
还了解到原来在海淀河道内撒网捕鱼是
违法的，我觉得这些都是很有帮助的。”

海淀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任
玉青表示，春耕在即，海淀区农业综合执

法大队结合西北旺镇农业园区集中的特
点，走进园区开展现场普法活动，全面宣
传种子、农药、肥料、农机、农产品质量安
全等法律法规和知识，全力营造放心农
资和农产品安全的消费环境，切实保护
消费者合法权益。

活动通过送法进企业、现场集中普
法、结合日常执法普法、以案释法等形式
展开。接下来，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还
将按照“谁执法谁普法”原则，继续开展
各类普法宣传活动，增强人民群众的法
律意识，为推动全面乡村振兴、促进农业
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海淀区开展普法宣传活动
全力营造放心农产品安全消费环境

京北福地美山川，生态振兴育沟
湾。近日，“延庆东南山?九沟十八湾”乡
村振兴品牌推介会隆重召开。推介会
上，该区启动了《“延庆东南山?九沟十八
湾”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将
东南部山区7个乡镇的27个沟湾纳入乡
村振兴品牌发展项目，全面打造生态沟
域农文体康旅产业集聚地；15家企业与
相关乡镇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达成合作
意向，这是延庆“两区”建设由点到面纵
深发展、探索场景对接的又一生动实践。

推介会场内，有机果品、有机蔬
菜、有机畜牧、有机杂粮、花卉园艺五
大类20余种“妫水农耕”品牌优质农产
品吸引参会人员驻足品鉴，成为延庆
区绘就生态沟域产业发展蓝图的“代
言人”。会上，延庆区重点推介了西山
沟、箭杆岭湾及香龙路等具有天然资
源优势的沟湾和人气网红道路，为众
多企业与相关乡镇政府搭建良好互通
渠道，增加深入对接机会。参与首批
签约的15家企业与属地乡镇政府现场
签订了战略协议书，就沟域资源特色、
村庄发展方向及合作模式等达成合作
意向。“我们与中国探险协会签订了合
作协议，接下来，政企双方将主要围绕
大庄科乡的‘两沟两湾’，开展徒步、探
险、登山、露营等一系列户外活动，以
特色沟湾建设带动周边村庄民宿发
展，促进集体经济增长，助力村民增收
致富。”大庄科乡党委副书记、乡长王
雪峰说。

“延庆东南山?九沟十八湾”是延
庆区践行“两山”理念的探索，是延庆
区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的探
索，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促进产业

振兴和生态振兴的探索，是进一步提
升服务业扩大开放新动能的探索，是
山区农民增收致富和壮大集体经济的
探索。该区通过“延庆东南山?九沟十
八湾”乡村振兴品牌建设，进一步发挥
东南部浅山区和山区的沟域空间结
构、功能布局优势，注重村落生态因
素、文化因素有机融合，利用3年时间
构建9条各具特色的生态沟域廊道、18
条生态沟域农文体康旅体验湾，以及6
条网红路和50个网红村庄，形成特色
主题文化体验、体育休闲与户外运动、
生态康养度假三大类产业。

在推进乡村振兴品牌建设过程中，
延庆区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
展”新模式，充分盘活村庄闲置资源，杜
绝大拆大建，保留村落原有风貌，与农民
携手打造具有延庆特色的共生社区，构
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同时，通过发挥
社会资本作用，对山区沟湾进行精品包
装运营，健全乡村体验配套服务，实行
“一沟一主题”“一湾一特色”，形成“一沟
一景”“一湾一艺”错位发展路径，实现互

利共赢，推进乡村振兴。
“作为旅游企业，我们非常喜欢像

‘延庆东南山?九沟十八湾’这样的上位
规划，在规划引领下，延庆对全域资源进
行梳理，并一步步落实规划内容，在相关
政策和配套服务的支撑下，会吸引更多
露营力量、民宿力量，以及更多愿意投身
于乡村振兴领域的企业来到延庆，参与
区域发展。”猎户座（北京）文化旅游发展
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万宇说。

“此次推介会吹响了延庆区打造生
态沟域农文体康旅产业融合的‘集结号
’，我们将积极吸引社会企业进驻，充分
利用现有的生态资源优势，增加节点景
观，配套吃喝玩乐等特色功能，把游客从
公路沿线吸引到村庄中去，带动村庄发
展，促进农民增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让生态沟域资源建设成为延庆最厚实的
‘家底’。”延庆区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
贺志鸿说。

新蓝图擘画新目标，新号角吹响新
征程。延庆区将以《“延庆东南山?九沟
十八湾”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
年）》为抓手，坚持有利于农民稳步增收、
有利于农村经济发展、有利于闲置资源
资产盘活，坚持规划引领、生态保护、农
民参与、市场主导，加强政策衔接联动，
培育创新发展动能，拓展招商引资渠道，
引导乡贤企业家返乡、各类技术人才下
乡服务乡村振兴，持续讲好乡村振兴故
事，让“延庆东南山?九沟十八湾”成为新
时代首都生态沟域绿色发展的新典范。

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琦、北
京市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程跃华、延
庆区副区长苏礼华出席推介会。

（席瑞媛 李丹）

北京开展食用菌生产技术培训

延庆区乡村振兴品牌推介会召开

本报讯 田兆玉 白璐晗 眼下，北京城
市副中心4万亩冬小麦已进入返青期，到
了春季管理的关键时期。连日来，漷县
镇黄厂铺村种粮大户张海英每天都会到
自家承包地块，走在田间地垄，滋滋的喷
灌声响起，看着返青的冬小麦，张海英不
时弯下身，仔细查看小麦生长情况，“目
前来看返青状态不错，不过要想高产丰
收，还得给小麦吃点‘小灶’。”

为确保冬小麦返青期的田间管理，
通州区农业农村局农业（种植）技术推广
中心组织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现场
指导农民冬小麦返青期的管理，为春季
返青管理工作打好基础。

漷县镇黄厂铺村内有一块千余亩的
麦田，这是目前城市副中心保留最大、最
完好的一块麦田。区农业农村局技术人
员曹海军和同事们小心翼翼地走进大田，
拿出刻度尺，开始认真测量群体茎数。“我
们会在每块地选择3～5个点位，通过取44
厘米内的小麦总茎数，以此判定冬小麦群
体情况，进一步分析相应地块小麦生长情
况。”曹海军说。经过调查，这块取样的
麦田返青期总茎数为95万/亩，“数值在
80万/亩至100万/亩之间为一类苗，这块
地的小麦已达到一类苗标准。”

据了解，全区冬小麦面积共4.1万
亩，根据“因地因苗、分类管理、促控结
合、防灾减灾、防控病虫草害”的春管要
求，促进苗情转化升级。接下来，区农业
农村局工作人员将继续深入麦田，持续
开展小麦调查工作，及时分析冬小麦苗
情长势，提出各关键生长时期管理意见，
指导全区小麦生产。

北京城市副中心
4万亩冬小麦返青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
重中之重。当下，高品质旅游
需求倒逼乡村产业向高质量
转型升级，新时代的沟域建设
正是以乡村为场景、以文化为
引领、以生态为底色、以消费
为驱动的高质量发展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