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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芦晓春 日前，从北京市农
业农村局举办的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
系北京市创新团队工作部署会上获悉，
北京已优化组建11个创新团队，将锚
定“十四五”时期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
达到77%，高效设施农业技术、装备、品
种自主创新率明显提升，良种覆盖率达
到98%以上等工作目标，致力研发一批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农业核心技术。

据悉，北京市创新团队自2009年
启动建设以来，着力建设以农产品为单
元、以产业为主线，从产地到餐桌、从生
产到消费、从研发到市场各环节紧密衔

接的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从最初
的3个团队至“十三五”末，全市共建设
10个创新团队。“十三五”期间，累计产
出成果8597项，带动农户17.2万人次，
实现农户增收19.6亿元。

随着北京市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
深入实施，农业生产空间、产业规模等
发生了很大变化。2022年，北京重新
优化组建了11个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
系北京市创新团队，包括7个产业类创
新团队（设施蔬菜、粮食作物、食用菌、
特色作物、家畜、家禽、渔业）、4个功能
类创新团队（景观休闲、数字农业、生态

循环与低碳发展、产业经济与政策）。
下一步，北京11个创新团队主要

工作有3个方面：一是对标国内外先进
水平，聚焦北京市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
要求，建立新型农业科研组织模式，着
力解决阻碍农业科技发展的关键问题、
突出问题、共性问题，促进京郊农业产
业现代化；二是聚焦新时期北京产业发
展重点目标，围绕产业发展急需，开展
协同攻关、集成示范和推广工作，服务
农业产业发展；三是落实项目主体责
任，面向产业需求和科技前沿，加强协
同创新与服务，不断取得新的成绩。

北京组建11个现代农业产业技术创新团队

本报讯 近期，随着出行旅游需求
不断释放，大兴国际机场日均旅客数量
已突破11万人次，不少餐饮店面都铆
足了干劲，准备力争一季度业绩“开门
红”。作为国境口岸卫生防线上的“监
督员”，海关承担着这些餐饮企业的许
可核发和日常监管等工作。

上午10点，大兴机场航站楼内全
聚德店里已有不少等待就餐的旅客。
走进后厨，喷香的蒸汽扑面而来，已是
一片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的要求，严禁待加工食品与直接入口
食品发生交叉污染。”在厨房的另一边，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卫生监督一科关
员苗欣雨正在向店内工作人员讲解食品
贮存、热加工制作的有关法规要求。

据了解，大兴机场海关经过近半个
月的实地踏勘、电话沟通，掌握了航站
楼内200余家企业的开闭店数据、营业
时间、从业人员流动性等基本情况，并
将每周摸排的底数信息编制成册，围绕

数据分析店铺运营情况，采取更有针对
性的监督和帮扶措施。

“不少新开业的店铺都希望得到海
关专业的指导和建议。对此，我们把监
管与服务、执法与指导结合起来，保障
企业抓准时机，安全高效地开展生产经
营。”大兴机场海关口岸卫生监督一科
科长陈富鑫介绍。

为帮助企业提高食品安全水平，大
兴机场海关发放了一份份针对不同企
业、不同经营业态的风险提示单。从去
年开始，该关关员在监管过程中送课上
门，开设“精卫小课堂”，把普法宣传嵌
入到日常监管中，提升口岸食品安全质
量控制水平。此外，对于监督执法中发
现问题，该关采取一次告知、现场解惑
的方式，并持续跟进企业整改情况，形
成监督闭环，提升企业知法守法能力。

监管到位的同时，帮扶也更显温
度。“目前，国际区部分店铺的运营成本
高、经营压力大，有没有方法增加营收？”
北京首都机场餐饮发展有限公司现场负

责人王晓璐向大兴机场海关求助。
了解情况后，大兴机场海关积极指

导部分餐饮企业在原有经营范围内拓
展食品销售种类，并为企业办理海关许
可手续提供指导帮助。在海关的助力
下，北京华卓餐饮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第
二拉面店时隔近3年重新营业，新增的
茶叶、茶点等预包装食品包装精致、方
便易食，摆满了货架，吸引了不少旅客
前来休息就餐。

“海关指导我们结合实际情况，增
售了部分预包装食品，经营品类多了，
乘坐国际航班的旅客有了更多选择，营
收也有了新起色。”该公司区域经理段
文涛表示。

目前，大兴机场航站楼内营业店铺
已达245家，有近1800名员工在各自岗
位忙碌着。“我们将一如既往严格把关、
靠前服务，保障企业运转有序、安全顺
畅，为往来旅客和许可单位守护这升腾
的‘烟火气’。”大兴机场海关副关长朱
开元说。 （中国新闻网）

大兴机场海关助力餐饮企业实现“开门红”

本报讯 陈争 李丹 和风含新意，春
来万物生。当柳枝挂满鹅黄色的新芽，
延庆区食用菌特色产业生产的协奏曲
也随之奏响。

在沈家营镇连家营村的北京兴达
种植合作社里，成排的农业设施大棚格
外引人注目。走进棚内，一朵朵羊肚菌
撑着褐色的“小伞”，如雨后春笋般破土
而出。成熟后的羊肚菌，菌盖饱满肥
厚，菌柄光滑如玉，阵阵菌香沁人心
脾。今年头茬成熟的羊肚菌个头大，品
相好，质量上乘。

据了解，野生羊肚菌主要分布在云
南、四川等地，因其菌盖表面凹凸不平、
状如羊肚而得名。“人工种植羊肚菌难度
大，并且产量低。但它的味道鲜美，营养
价值丰富，素有‘菌中之王’的称号，所以
受到广大消费者的欢迎，市场前景也非
常广阔。”延庆区食用菌特色产业专家工
作站特聘技术主管赵忠亮说。

延庆区作为北京市的冷凉气候地
区，具有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生态环
境优质的独特优势，非常适合发展食用
菌种植产业。延庆区食用菌特色产业
专家工作站技术人员充分利用冷凉地
区优势和部分园区、乡镇冬季闲置暖
棚，特聘羊肚菌种植技术专家，引进种

植技术，逐渐扩大羊肚菌种植规模。
前几年，由于技术和管理经验方面

不足，延庆地区塑料大棚内种植羊肚菌
的生产并不顺利。由于设施条件限制，
温湿度不好把控，羊肚菌成活率低，亩
产不理想。

2022年年初，延庆区首创了首席
专家工作团队。当年9月底，特色产业
首席专家工作站正式挂牌，市、区级食
用菌专家与工作站负责人组团结对，开
始共同协商改进延庆区羊肚菌的种植
技术，总结经验，聘请了拥有30多年羊
肚菌种植经验的专业技术人员，选用成
熟稳定的菌种，利用暖棚越冬种植。

经过多方共同努力、探索，以及科
学完善的栽培技术，今年，羊肚菌在全
区种植取得了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就
目前长势来看，羊肚菌亩产将达到
1000斤以上，相较于北京其他种植羊
肚菌地区来说已经属于高产。

除销售羊肚菌鲜品外，北京兴达种
植合作社还将羊肚菌烘干，有效解决新
鲜羊肚菌不利于储存和长途运输的难
题，干品羊肚菌价格也更高。

“希望接下来能通过政府还有技
术部门的扶持帮助，调动延庆农民种
植羊肚菌的积极性，争取在短时间内

让羊肚菌种植产业在延庆发展壮大。”
赵忠亮说。

不仅羊肚菌喜获丰收，位于永宁镇
河湾村的永宁猴头菇种植基地内，共有
9个塑料大棚用于种植赤松茸，种植面
积达5.4亩，按照市场价20元/公斤计
算，出菇期可获得收益30万元。

种植食用菌，菌棒是其中关键一
环，也是种植成本中的“重头戏”。基于
延庆区食用菌种植面积不断扩大，永宁
镇河湾村食用菌菌棒生产基地应运而
生，这里主育猴头菇、榆黄菇、赤松茸等
多种特色食用菌菌棒、菌种，实现了全
区特色食用菌菌种本地化生产和量产，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种植成本，出菇质
量和产量也得到了稳定保障。废弃菌
棒还是种植赤松茸的优质培养基质，绿
色循环利用促进了全区食用菌种植产
业的良性发展。

羊肚菌、猴头菇等示范模式的成
功，为延庆区发展特色食用菌产业奠定
了良好的基础。延庆区特色产业团队
将以此模式为基础，以点带面，发挥带
动辐射作用，让更多乡镇、合作社、农业
产业园区等，通过种植特色食用菌增
产、增收，为农民增收作出贡献，助力延
庆乡村特色产业发展。

延庆区特色食用菌种植实现“开门红”

本报讯 张馨予 王文佟 京蒙协作，绿品
进京。近日，“兴安产 安心选”——兴安盟生
态农产品展销集采暨招商引资推介会在丰
台区新发地国际农产品会展中心举办。113
家企业的520种生态农产品亮相丰台。

会上，共有京蒙两地企业、单位达成113
个合作协议，签约总额达100.85亿元，其中
消费帮扶集采签约28单，金额达10.2亿元；
兴安盟生态农产品销售签约63单，金额达
29.5亿元；农牧林水招商合作签约暨“京蒙
百企情魅力兴安行”成果签约7单，金额达
61.15亿元；北京市对口协作区与兴安盟盟旗
两级统一战线协作签约5单，在进一步深化
京蒙协作上达成了新共识、收获了新成果。
现场还举行了兴安盟生态农产品直营店揭
牌仪式，构建“产品展示展销+物流仓储配
送”体系，为保障首都人民“菜篮子”“果盘
子”安全稳定提供坚实基础。

兴安盟相关负责人表示：“兴安盟将牢牢
把握京蒙协作宝贵机遇，把北京市的帮扶、支
援同自身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好北京
市雄厚的科技、企业、市场、人才等优势资源，
立足实际提出更加精准务实的需求，聚焦目标
付诸更加积极有为的行动，努力成为北京市民
休闲康养的度假区、北京企业投资兴业的目的
地、北京市场的绿色农产品供应地，在服务北
京、融入北京中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推介会期间还举办了生态农产品展示展
销活动，通过线上线下为首都人民带来一场
草原民族文化与地域特色美食的全新体验。

本报讯 田兆玉 通过引进种质资源，10
余种日本高品质番茄经过繁育技术、种植实
验及本土地化驯服，在北京城市副中心试种
成功，进一步丰富本地种源。今后，市民有
望在城市副中心品尝到味美价廉的日本高
品质蔬菜。

走进永乐店镇大务村鑫福育苗基地，实
验推广棚内飘满了番茄的甜熟香气，黄色、
红色、粉色大小不一的果实挂满了藤蔓。“这
里有10多个品种的番茄，都是从国外引进的
优质种源，大部分来自日本。”基地负责人高
杰介绍，小橘、小黄、红丸都是从日本引进的
新品种，属于樱桃番茄，结小果，由于果实颜
色不同，基地就给这些新品种番茄起了“中
文名”，“这样听起来亲切也好记。”

“这些番茄的特点就是香，属于爆浆型，
种子和浆液都十分饱满，回味甘甜。”摘下一
颗红丸，高杰咬了一口：“汁是酸的，肉是甜
的，皮是脆的，回味后又十分香甜，就是小时
候的味道。”

目前，基地试种了30亩左右日本番茄，进
行春秋两季试验，目前春季试种品种完成定
植。“从去年秋季试种的结果来看，这些番茄产
量、品质都不错。”高杰说，由于口感番茄对种
植要求格外高，他们对两个实验推广棚的番茄
照顾得格外精心。“除了用熊蜂授粉，还要时时
监测番茄生长情况，添加硼、钙等微量元素，以
保证番茄果实饱满，品质上乘。目前，不少农
户试吃过后都前来寻苗，表示想试种。”

鑫福育苗基地是典型的村企合作模式，
如今在京津冀育苗市场已占有一席之地，基
地长年与科研院所、知名农业企业合作，培育
新品种及试种国外品种，年育苗量能达到
1500万株，目前已形成“育繁推”一体化经营
模式，通过开展种质资源引进、育种材料纯化
等工作，丰富本地种源的同时，也让老百姓吃
到更多本地产、物美价廉的国外优质果蔬。

京蒙520种生态
农产品亮相丰台区

优质番茄种源丰富北京
城市副中心“菜篮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