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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城区：食品药品安全科普进社区

本报讯王可心武亦彬眼下正是樱
桃成熟上市的时节，作为北京樱桃的主产
区，顺义各大樱桃园迎来采摘热。今年顺
义区樱桃种植面积达7500亩，主要栽培
品种包括红灯、佳红、拉宾斯等50余个。

位于舞彩浅山浅山地带的龙湾屯
镇，是顺义樱桃的主要区，迎来了樱桃大
丰收。“最早的品种早大果已经摘完了，
现在最当季的是美早和红灯两个品种，
美早是酸中带甜，红灯是甜中带酸。”顺
义樱桃幽谷采摘园工作人员介绍，最近
两周从市区过来采摘的客人非常多，周
末的日接待量约400人左右。“今年初夏
气温先升温后又返凉，樱桃的采摘期可
能会延长一些，估计能采摘到6月中旬。”

今年，龙湾屯镇的山里辛庄村、柳
庄户村、七连庄村等7个村共建设施樱
桃大棚208栋，种植了包括美早、萨米
脱、辉煌、塔玛拉、鲁樱3号、布鲁克斯等
10余个品种，超万棵樱桃树，预计总产
量可达5万余斤。

为促进樱桃产业发展，顺义区沿浅
山五镇及重点樱桃产区打造一条樱桃
产业带，全区累计投入资金7200万元，
建成设施樱桃暖棚近千亩，形成了以浅
山五镇为中心的顺义区现代高效樱桃
设施暖棚集群。此外，近年来已先后引
进优质樱桃新优品种30余个，推广先进
新成果、新技术10多项，顺义樱桃连续
多年在全国、北京市樱桃评比中获得金
奖和一等奖。

今年顺义区樱桃
种植面积达7500亩

本报讯 吴艳瑛 5月26日，首届北
京市樱桃文化节暨海淀区第二十三届
樱桃文化节在海淀区四季青镇开启，此
次樱桃文化节以“绘和美乡村画卷品海
淀樱桃醉甜”为主题。副区长马光耀、
区政协副主席赵小云及市区相关单位
负责人参加活动。

今年的樱桃文化节积极响应农业
农村部关于建设和美乡村的指示精神，
以“樱桃+”“旅游+”“科技+”“生态+”为
办会宗旨，结合海淀区农业特色、科技
创新、文化旅游、体验消费等方面情况，
以樱桃带动甜蜜幸福生活，建设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

启动仪式现场，12个农业品牌通过
集市推介农产品展示特色成果，近30家
樱桃园报名参加了本届樱桃擂台赛，2
家果园果树认建认养活动发起，发布
“樱桃红了”服务科技人才家庭自然科
普日活动招募信息，让科技赋能樱桃产
业高质量发展。

今年的樱桃文化节特别推荐了樱桃
采摘农业旅游3条，分别为四季青镇匠心
文化农业旅游路线、温泉镇红色红楼双
红文化农业旅游路线和苏家坨镇西山文
化农业旅游路线，将樱桃采摘与海淀的
文化旅游资源、网红打卡地结合，打造
“好玩、好吃、好看”的海淀农业旅游生活
方式。此外，本届海淀樱桃文化节打造
吉祥物“樱红与吧嗒”微信表情包等内
容，让海淀农业文化产品走进市民生活。

据了解，海淀区现有樱桃栽培面积
近8000亩，主要分布在苏家坨镇、温泉
镇、四季青镇，种植品种以早熟品种为
主，主要有艳阳、拉宾斯、萨米托等百余
个品种，2023年海淀樱桃预计总产量将
达到140万斤。

海淀区第二十三届
樱桃文化节开幕

本报讯“您能分得清人参和西洋参
吗？您记住这12个字，人参先甜后苦，
西洋参先苦后甜”“川贝一定是小小的，
长得像个小桃子”“有的假茯苓是用石灰
做的”……在食品鉴伪架前，讲解员正向
大爷大妈们耐心地介绍鉴别药材真伪的
技巧。

近日，西城区科协和区市场监管局
共同主办2023年西城科技周——食品
药品安全科普活动，组织陶然亭街道社
区居民到区食药科普基地进行参观，通
过现场讲解加互动体验的形式，加强食
品安全宣传教育，提升西城区公众健康
素养和食品安全的科学认知，树立热爱
科学、崇尚科学的社会风尚。

走进近百平方米的食品药品安全科

普基地，这里设计了政策墙、普法书、食
安溯源窗、谎言提示、鉴伪架等展示方
式，将食药安全知识体系用全新的主线
进行了串接，并结合现代多媒体先进设
备和技术，展示可闻可见可操作的科普
内容，激发了大家的学习互动热情，有效
地实现了知识科普的目的。

居民们边参观边学习，收获颇丰。
在观看了食品安全宣传视频后，讲解员
通过电子普法书为大家讲解了与食品
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通过辟谣屏对一
些误导公众的食品谣言进行了解疑答
惑，通过提示屏普及了一些选购、存储
和加工制作食品时应注意的事项，通过
药安窗对一些药品安全服用常识进行
了科学普及。在鉴伪架前，讲解员还带

领大家亲身体验食品安全快速筛查活
动，对现场陈列的中药材逐一介绍鉴别
真伪的方法。

“以往，我们老百姓对很多食品的认
识有误区，比如能不能用茶水或牛奶服
用药物，红皮鸡蛋和白皮鸡蛋有没有区
别，今天在科普基地才算是搞清楚。”现
场的大爷大妈们纷纷表示，参加这次活
动受益匪浅，了解到了很多平时关注不
到的食品安全问题，提升了普通民众的
食品安全综合素养。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2023年西城科
技周专题科普系列活动之一，接下来还将
持续开展进社区、进学校、进机关等系列
活动，推动区域公民科学素质整体提升。

（据《北京西城报》）

本报讯 王可心 5月26日，北京市农
林科学院蔬菜所在通州基地进行了蔬菜
新品种新技术展示会，集中推介了自主
研发的白菜、萝卜、西葫芦、黄瓜等16类
2000余个蔬菜新品种。

50亩示范田里，既有温室大棚，也有
露天种植的蔬菜，各种蔬菜新品种令人
目不暇接。“今年共展示了耐热、耐抽薹、
特色的不结球白菜品种80个。”蔬菜所
专家赵岫云介绍，近年，北方保护地等设
施栽培比例不断提高，对品种的耐热性
有了更高要求。“‘国夏3号’就是为设施
栽培量身定制的，颜色绿、株型直立、易
于捆扎，符合北方的消费市场。”赵岫云

表示，这一新品种已在北京大兴区、山东
曹县等地区进行保护地栽培，表现优异，
去年该品种销售种子2.5万斤，推广至北
京、河北、山东、上海、福建等省市。

白菜和萝卜是北京市民的当家菜。
此次展示，共有春白萝卜、心里美、水果
萝卜等58个品种，“今年带来的‘京研雪
玉182’，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春白萝卜新
品种。近年来，我们利用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分子标记技术，结合常规育种，终
于突破了技术。”蔬菜所专家张丽说，目
前我国萝卜播种面积约1600万亩，萝卜
良种国产化率已达80%以上。

现场还展出了黄心球形的娃娃菜品

种“京春娃3号”、观赏性和食用性兼具
的羽衣甘蓝、富含花青苷的“京紫”系列
芥蓝等多种在京研发的蔬菜新品种。

近年来，北京市大力推进“种业之
都”建设，在基础研发、品种创制以及示
范推广等各个方面均取得重要进展。据
介绍，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所已
在国际上率先构建西瓜、南瓜、白菜和花
椰菜等作物的全基因组图谱与变异组图
谱，挖掘60多个重要性状关键基因，突
破西瓜、白菜等作物的高效基因编辑技
术，培育自主知识产权的蔬菜新品种500
多个，优质品种还出口至美国、日本、俄
罗斯、越南等20多个国家。

2000余蔬菜新品种田间展示

本报讯 叶婷 日前，从朝阳区农业农
村局获悉，全区近6000亩土地即将完成
春播。

在黑庄户农业生态公园的泠夏园
里，农机穿梭轰鸣，工人们正在播撒玉
米，栽种红薯苗。12座大棚里，还种植了
菠菜、茴香、生菜、莴笋等蔬菜。

黑庄户乡共有4片农业园，去年10
月，泠夏园按照“田成方、林成网、渠相
通、路相连、旱能灌、涝能排”的标准进行
了示范田建设。黑庄户乡相关负责人介
绍，从2月初起，泠夏园就进行了翻地整
地、起畦做垄等春耕备耕工作，并采用滴
灌、覆膜保湿等方式，既能为作物提供充

足水分，又节约地下水资源，防止杂草丛
生。同时，为提升农产品品质，泠夏园还
邀请有机认证专业机构的农业专家进行
指导，并由区农服中心技术人员全程提
供技术服务。

目前，黑庄户乡已种植冬小麦207
亩、蔬菜260亩、玉米570亩、大豆42亩、
花生34亩。预计5月底播种玉米1800
亩、大豆100亩及油料作物150亩，届时，
春播任务将全部完成。

除了黑庄户乡，常营、将台、小红门
等乡也开展了春播前田块整治，提前踏
勘土地，制定涵养地力、科学种植方案，
进一步提升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水平，为

全年粮食丰产丰收打下基础。此外，金
盏、十八里店乡还组织辖区中小学生，结
合农时节点，开展农耕体验、农业科普等
活动，让辖区青少年学习农事知识、了解
农耕文化，引导青少年知农、学农、重农、
爱农。

据了解，全区12个涉农乡在春播前
便与区农服中心密切配合，提前对接农
资农机需求，统筹做好耕种指导、田地管
理等服务，保障了春播工作顺利进行。
接下来，全区将推动建设精品园区、农田
精品景观，建设一批集耕地质量保护、生
态涵养恢复、田园景观改善、服务市民需
求为一体的都市型精致田园。

朝阳区近6000亩土地即将完成春播

本报讯 田兆玉 王新龙 红彤彤的樱
桃、粉嘟嘟的草莓、香甜的西瓜、爽口的
黄瓜……琳琅满目的农产品摆成了长
龙，来自区内的40余个家庭农场、特色
种植大户、农业合作社将展品摆满了展
区，前来参加活动的市民争相选购。近
日，北京城市副中心首届家庭农场特色
农产品推介会在西集镇举办。

展台上，来自漷县镇军屯村的蘑菇
经过煎烤后发出诱人的香气，引起了不
少人的注意。“我们村的蘑菇都出自市农
林科学院，全程由食用菌专家提供技术
支持，现在已经形成了7个蘑菇品种，其
中包括大球盖菇、玉耳等高端食材。”镇
军屯村第一书记韩德芳介绍。

“这几年城市副中心家庭农场这一
新型经营主体快速发展，但‘酒香也怕巷
子深’，通过政府搭台，我们希望把更多
优秀家庭农场、更多优质农产品推介出
去，带到百姓面前。”区农业农村局发展
规划科科长杨世良表示。

“家庭农场这种主体形式，契合了农
业精耕细作的特点，有效解决了农业生产
中的合作监督激励、标准化生产、质量安
全追溯等问题，是新型农业生产经营的最
佳主体形式之一，在加快建设现代农业强
国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区农业农
村局副局长杨跃方表示，家庭农场的出
现，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农业
商品化的进程，有效促进了农民增收。

截至去年年底，全区共发展家庭农
场超百户，带动就业近千人，经营土地达
万亩；年经营收入超6200万元；拥有注
册商标17个，绿色有机认证22个。

近年来，城市副中心高度重视优质家
庭农场的培育工作，突出建设绿色高质高
效的现代家庭农场，在种养循环、粮经统
筹、一二三产融合上发力，涌现了一大批
“种植+林果”“粮食+蔬菜”“种养结合”
“生产+销售”“种植+休闲”等不同模式的
经营主体和新农人；加大对家庭农场支持
力度，重点推进“家庭农场+社会化服务”
“家庭农场+农民带头人”“家庭农场+产
业融合”3个关键环节，使城市副中心家
庭农场总体发展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北京城市副中心举办首届家庭农场推介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