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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由北京市农业技术推
广站举办的“北京市粮食作物高产高效
生产技术高素质农民培训”正式开班。
此次培训重点围绕京郊主要粮食作物小
麦和玉米开展专题讲解，通过严格筛选
学员、科学设置内容、课堂结合实地、课
后座谈讨论等多种方式精准施训，更具
针对性、实效性和前瞻性地培养高素质
农民队伍，推动粮食作物生产技术水平
和单产提升。

培训围绕当前京郊粮食作物生产形

势和存在问题，如粮食产业现状与发展
趋势、粮食作物高产高效栽培技术、粮食
生产防灾减灾技术、水肥一体化技术观
摩讲解等展开，重点提升小麦和玉米生
产者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推进高产高
效生产，促进稳产保供和农民增收。

此次培训为期3天，学员来自全市
小麦和玉米种植领域、具有一定生产规
模、带动能力强的种植大户、返乡下乡
创新创业青年、家庭农场主、农民专业
合作社带头人和技术人员。培训专家

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
全国农技推广中心等单位，授课内容紧
贴生产实际。

通过此次培训，一方面，学员的综
合素质得到提升，能够了解熟悉国家涉
农政策、粮食产业发展现状及趋势等；
另一方面，学员的专业技能得到加强，
知悉并掌握粮食作物高产高效栽培技
术，在提升自身生产水平的同时，也能
带动身边技术示范应用，从而推动全市
产业发展。 （据《农民日报》）

本报讯 于腾屿 王青蓝 近日，昌平区
农业服务中心联合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
科院、市农机鉴定站，在位于兴寿镇的区
农服劳模创新工作室联盟示范基地组织
开展了“昌平区无人农机作业助力春耕生
产田间日活动”。昌平区各镇农办（农服
中心）、农机合作社、涉农企业等各单位近
百名农业工作者前来观摩交流。

在演示区内，一辆东风2204无人驾驶
拖拉机在田间作业，一边徐徐前进，一边翻
耕土地。这是由中国农业大学研发的无
人驾驶拖拉机，人工智能和自动驾驶技术
让农机拥有了“智慧”的大脑。

“对于农机新手来说，利用拖拉机进
行耕地作业存在一定的困难，比如耕作的
路线、深度、间距等，都不好掌握，而无人
拖拉机技术将更好地解决此类问题。通
过电脑预设，更换无人拖拉机后的配套机
具便可辅助农户高质量高效率的完成各
项作业。”中国农业大学在读博士生赵欣
作为技术讲解员，现场为大家介绍了东风
2204无人驾驶拖拉机的优势及特点。

相较于传统的耕作技术，无人拖拉
机技术大大提高了作业的质量与效率，
同时降低了机手的劳动强度。无人拖拉

机定位控制精度能达到?2.5cm，路径规
划也更加优越，能有效避免重播漏播。
此外，作业时存储的路径数据，还可作为
后续作业的定位数据，有效保证各环节
农机作业的精度。

除了实现精准高效播种，在完成农田
的收割作业后，还可以利用无人拖拉机将
农业废弃物秸秆还田，粉碎更加均匀，可
以更好地改善土壤结构，增加土地肥力。

现场，两台北斗辅助驾驶拖拉机就分
别进行了铺管覆膜、玉米播种作业示范。

另一边，广州极飞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自主研发的最新一代农业无人机，极
飞P100Pro2023农业无人机正在进行低
空往返飞行，开展小麦“一喷三防”植保
作业，该无人机有效载荷50公斤，植保
作业效率可达26公顷。采用无人机进
行植保工作，不仅能提高作业效率，提高
农药利用率，更加绿色精准高效，节水节
肥，还能有效提高产量。

北京基业长宏农业有限公司作为试
点单位，在 3月底引进了这些无人农
机。北京基业长宏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夏东说，目前，公司在昌平有8000多亩田
地推广使用这些无人农机。今后，还将

根据实际情况引入其他类型的无人农
机，帮助农户完成高效生产作业。

“遇上农忙时节，本区熟练机手较
少，聘请成本较高，远远不能满足种植需
求。”昌平区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站站长
王尚君表示，“推广无人农机工作，能够
大大降低人力资源成本。一个人、一台
机器，就能高效完成打药施肥、铺管覆
膜、播种一体化作业示范。”

区农业服务中心立足昌平区实际，
推进新时代新征程昌平区“三农”工作，
着力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打造先
进农机应用场景，推动农机农艺融合，依
靠科技进步，为农业插上科技翅膀，以技
术护航春耕生产。

“举办本次活动，也是为了让大家
近距离感知未来农业发展的方向。了
解当下及未来科学技术在农业领域的
应用。”昌平区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站
站长王尚君表示，目前，在全区范围已
设立了三家智能农机试点单位，为下一
步在全区推广智能农机做好准备。此
外，昌平区还将建设千亩双高智慧农
场，引入多种智能农机产品，助力昌平
区智慧农业发展。

昌平区智慧农机护航春耕生产

本报讯 芦晓春“土特产”是各地推
进产业兴农、促进农民增收的法宝。近年
来，北京市丰台区牢牢攥紧种子这个农业
的芯片，立足本土资源、打造特色文化、聚
焦产业集群，写好新时代“土特产”文章。

立足本土资源谋发展。丰台区有着
丰富的种子大会办会经验。从1992年第
一届北京（丰台）种子交易会至今，该区
已连续成功举办29届大会，并于2021年
首次升级为国家级盛会——中国北京种
业大会，成为全国种业行业办会历史最
久、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展会之一。

走进国家级农作物品种展示评价基
地，工作人员正在将培育好的种苗移栽
到生长种植温室中。这里有育种专家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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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市场认可度较高的草莓
水果番茄、樱桃番茄等优势品种，以及丰
产性高、商品化优良的彩椒、甜椒品种、
“金童玉女”黄瓜等市场主推品种。

据了解，丰台区农业农村局依托该基
地，从多年来种业大会展示示范的品种中
精心筛选出4大类、特色作物品种60余
个，总计9万余株种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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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新品种的推
广应用，真正做到“看禾选种”。

打造特色文化谋发展。近年来，丰
台区持续以农耕文化带动特色旅游、观
光等融合发展，构筑京西乡村旅游标识。

在该区王佐镇佃起村，连续几年以
田野为“纸”，以彩色水稻为“笔”，通过精
细巧妙地排列组合，利用农业种植色彩
差异绘出巨幅稻田画。

为了让稻田画如期“绽放”，“颜料”
自然要优中选优，这“颜料”就是彩色水
稻种子。今年，佃起村在原有的基础上
又试种了多个水稻新品种，将由紫色、白
色、黄色3种彩色水稻组合而成，以“丰
宜福台 美丽王佐”的字样为市民呈现。

这几天，在佃起村的育种棚内，水稻
育苗播种机正在工作，村民相互配合将育
种盘装置好后放置在温室大棚中，保持适
当的温度，并根据需水量随时浇水，40天
就可以将彩色稻种培育成彩色稻苗。

佃起村由佃起、南岗洼和水牛坊3
个自然村组成，村徽上融合了水稻、古
桥、水牛等元素，传承农业文明元素，祈
盼五谷丰登。如今，水稻已经不仅仅是
佃起村农业的代表，以水稻文化为核心

发展出的农业观光综合体也将推进农
业、文化与旅游行业融合发展，让传统水
稻产业焕发新的生机。

聚焦产业集群谋发展。今年，丰台
区成功举办首届新发地种子?种苗嘉年
华，吸引了40余家企业、商户参展，通过
举办种子、种苗展示展销等活动，把更多
的优质蔬菜、水果等品种引进首都市场，
满足市民高品质生活消费需求。

近年来，丰台区统筹新发地市场行业
优势，把市场打造为优质品种展示推广之
地，不断擦亮“新发地”品牌，打造产业集
聚效应。目前，该区现有注册种子企业近
百家，企业聚集度居北京市前列，成为北
京建设“种业之都”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丰台区持续聚焦农业科
技应用示范、花卉文化消费、生态观光农
业，重点吸纳种业技术研究和成果转化
机构，加强种业知识产权和品牌保护，强
化种业市场监管，支持区级特色种业企
业做精做优做强，让丰台农业步入高质
量发展“快车道”。

下一步，丰台区将充分用好农业农
村资源，结合区位因素和工作实际，发挥
种业特色产业优势，走出集农业生产、休
闲农业、文化旅游等为一体的农村地区
产业高质量发展之路。

本报讯 眼下，在北京市平谷区夏各
庄镇纪太务桃园人家的温室大棚里，一
颗颗红彤彤丰盈饱满的桃子挂满枝头，
已经进入成熟期，吸引不少游客前来尝
鲜儿，感受采摘乐趣。

摘下一颗洗干净，咬上一口，爽脆的
果肉在唇齿间弹跳，鲜嫩的桃汁儿沁人
心脾。据桃园人家负责人屈海全介绍，
目前，2个设施大棚内种植的桃子有春
美、毛蟠、油蟠等品种，全程绿色种植，使
用农家肥培育。现在正值春美成熟，这
种桃上市早、色泽鲜艳、肉质硬脆、口味
甘甜、耐贮运、产量高，常温下储存期可
达10天，深受广大游客的喜爱。

近年来，夏各庄镇紧紧围绕打造乡
村振兴先行示范镇目标，依托镇域千余
栋设施农业大棚，深挖有味道的乡村品
牌，大力培育草莓、西红柿、大桃、小吊
瓜等特色优质果蔬，发展集规模种植、
采摘观光、农耕文化体验等功能于一体
的现代农业，使大棚种植成为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的一把“金钥匙”。

（平谷区人民政府）

本报讯 王进文 日前，在延庆区旧
县镇举办的“科技赋能 鲜玉旧县”现代
农业产业园鲜食玉米春耕启动会上，旧
县镇现代农业产业联盟揭牌成立，为产
业振兴增添动力。

活动现场，旧县镇与北京市农林科学
院玉米研究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推
广鲜食玉米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共建
优质特色鲜食玉米示范基地。北京市农
林科学院玉米研究所向旧县镇赠送“农科
糯336”鲜食玉米种子2200斤。

据了解，“农科糯336”鲜食玉米让
玉米“甜糯不可兼得”成为历史，真正做
到了同一果穗上同时具有甜、糯两种籽
粒，形成以糯为主、糯中带甜的特殊品
质，叶酸含量高达347微克/100克，是目
前已知含叶酸最高的玉米品种之一。

延庆区旧县镇全镇每年种植鲜食
玉米面积3000亩，位居京郊首位。自
2021年4月被确定为“第三批北京市级
现代农业产业园”以来，旧县镇以乡村
振兴为主要抓手，依托区域公用品牌
“妫水农耕”，以及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的
农业科技支撑，通过“生产+科技+销售”
模式，聚焦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将鲜食
玉米作为主导产业，形成了联农、富农、
带农效应。

据介绍，旧县镇现代农业产业联盟
实行“统一规模化种植、统一包装、统一
营销管理”模式，涵盖30多家联盟成员，
涉及农业特色种植、冷链仓储、物流配送
等涉农领域，旨在进一步打造鲜食玉米、
特色果蔬、食用菌等现代农业产业集群。

旧县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鲁林旺表
示，“旧县镇现代农业产业联盟的成立
旨在提升产业组织化，同频共振促振
兴，促进农业产业链条不断延伸、产业
范围不断拓展、产业功能不断增多，以
及农业品牌知名度、美誉度和竞争力不
断提升的强链补链策略落地见效，实现
产业发展向组织化、科技化、规模化、市
场化转变。全面推动旧县镇产业品牌
做响、产业做强、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
裕富足、企业增效的乡村振兴高质量发
展新局面。”

延庆区旧县镇现代
农业产业联盟揭牌成立

北京开展粮食作物高产高效生产技术培训

丰台区攥紧农业芯片 写好“土特产”文章

平谷区夏各庄镇
大棚桃抢“鲜”上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