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与北京市政府日前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平谷农业中关村
建设被列为部市合作内容之一。根
据约定，教育部和北京市将在政学
协同、科教融合、产教融合等方面共
同助力农业中关村建设，做实做强
农业产教融合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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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朱松梅 马程远 三年来，
农业中关村构建并不断深化“政府引
导、科研支撑、市场主体”的“金三角”
合作模式，有效形成“政、产、学、研、
金、服、用”全要素协同创新平台。此
次教育部和北京市签约后，平谷农业
中关村将依托中国农业大学建设国家
农业科技创新港，围绕农业中关村发
展方向和农业新兴交叉学科建设，形
成生物种业、智慧农业、食品营养与健
康、绿色发展、乡村振兴等功能组团，
打造农业中关村“产、学、研、用”核心
高层次人才培养和农业技术创新的综
合引擎。

国家农业科技创新港将围绕国家
重大战略需求和农业科技创新方向，

依托学科专业对口的“双一流”建设高
校及高水平科研院所，设立农业科技
前沿领域交叉学科相应的硕士、博士
点，并依托农业中关村开展协同育
人。在农业中关村建设农业科技小院
总部，支持在京高校全面参与农业科
技小院建设工作，打造“1+N”农业科技

小院群。依托科技小院建设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社会大课堂。

平谷区围绕现代职业教育创新示
范功能，立足首都、面向京津冀，建设
农业教育和劳动教育有机结合的青少
年农业科普实训基地。深化校企合
作，鼓励社会力量结合企业发展需求
在农业中关村设立高水平职业教育项
目。发挥农业中关村中学等学校作
用，共同探索高端技术技能人才贯通
培养新模式。

此外，平谷区还将建立农业中关村
综合科技成果转化中心，打造农业科
技成果展示和技术交易平台。支持农
业中关村建立农业科技创新型民办非
企业单位与高校联合培养新模式。

本报讯 袁璐 从北京海关了解到，一
批300公斤重的俄罗斯活雪蟹近日在北
京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关员的监管下顺利
通关，从莫斯科运抵北京用时仅20个小
时。这是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口岸首次进
口食用水生动物。

雪蟹又名皇后蟹，生活在200～300
米深、水温3～4℃的寒冷海域，体型较
大，肉质丰满，深受消费者喜爱。进口这
批雪蟹的北京东方卉达国际科贸有限公
司经理宋孝臣介绍，雪蟹对生存环境要

求苛刻，其离水后运输时间一般不能超
过30个小时，初夏时间如何保证雪蟹的
鲜活程度对企业来说至关重要。

为保障这批活雪蟹能够鲜活上市，
大兴机场海关建立“一对一”联络员机
制，提前对接报关代理企业，制定检疫
监管方案。在航班抵港后，海关实施
“优先接单、优先查验、优先验放”的便
利举措，确保货物即到即查。现场关员
对货证、标签、包装及雪蟹的健康状况
均检查无异常后，这批活雪蟹被快速放

行。“通过以上措施，进口雪蟹的存活率
提升至98%以上。”宋孝臣表示，京津冀
市场对鲜活水产品的需求十分旺盛，公
司将持续扩大从北京口岸进口鲜活水
产品的数量。

大兴机场海关关长孙继伦表示，大
兴机场口岸首批进境食用水生动物的
顺利通关，标志着大兴机场口岸功能进
一步拓宽，凸显了空港口岸对保障民生
物资供应和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
作用。

大兴机场海关高效通关助力雪蟹鲜活上市

“2023文化西城美食节暨消夏啤酒节”启动
本报讯戴轩从西城区获悉，“2023文

化西城美食节暨消夏啤酒节”正式启动。
本届美食节将持续至10月15日，设置“4+
4+N”系列活动，即线上4个系列、线下4个
系列、30余场次主题活动，集合丰富的中
华美食、港澳台特色佳肴及全区精品餐饮，
展示、品鉴美食，传播餐饮文化。

据了解，本届美食节线下活动包含
2023消夏啤酒节、吃茶去！——Hi，Tea
北京首届国际“新”茶嘉年华、中华美食
集萃和港澳台美食展。

其中，2023消夏啤酒节在北京金融
街威斯汀大酒店一层禅园、西西友谊二
层66号公路室内露营酒吧、旧鼓楼大街
78号、西便门城墙、白塔寺东岔小广场等

地同时开展，涵盖花园啤酒、露营啤酒、
街边啤酒等多种形式，邀爱好者在西城
美景中品饮各种啤酒、精酿美食。

北京坊作为“新”茶嘉年华举办地，
将邀请40余家国内外代表性茶企及茶
点企业，打造特色茶饮市集，并邀请10
余位京城顶级调酒师现场制作以茶为主
题的各式鸡尾酒。

中华美食集萃囊括40余家驻京办，
在金科广场进行全国美食展示与品鉴。

港澳台美食展则将三地美食搬进什
刹海海清苑和画舫船，品美食的同时还
能欣赏到民歌、舞蹈，了解三地美食及民
俗文化历史。

线上活动包含时尚人气美食评选、

时尚美食平台配资活动、美食直播和美
食打卡地活动。

微信公众号“西城消费”将开设活动
专区，向用户发放消费券，合作建设银行
等金融机构也会定向投放“西城美食”专
属优惠券。同时，发布美食打卡地图，食
客线下打卡美食也将获取优惠。

活动期间，主办方将邀请美食博主
和知名厨师在各分会场进行现场直播，
分享美食制作过程和美食背后的故事。

线上开展餐饮特色菜品人气美食网
络评选，配合视频号和直播“时尚美食打
卡秀”，以网络评论、打卡互动的形式，评
选西城2023年度“时尚人气美食”“明星
菜品”，并发布人气TOP排行榜。

昌平区持续推动樱桃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田杰雄 进入六月后，作为北

方“春果第一枝”的樱桃已经挂满昌平各
大果园的枝头。从昌平区园林绿化局了
解到，昌平区5000亩樱桃已经进入采摘
季，主要分布在十三陵、马池口、南口等8
个地区，采摘期从5月中旬开始至6月下
旬结束。今年，昌平还设计、推介了东
部、中部、西部3条樱桃观光采摘线路，
打造特色樱桃产业带。

据了解，昌平区作为北京市最早引
进栽植大樱桃的地区，在地理气候、品种
结构、生产技术、融合发展等方面均有显
著优势和地方特色。除红灯、早大果、先
锋、宾库等传统樱桃品种外，近年来，昌
平区又先后引进科迪亚、布鲁克斯、索纳
塔等国外新优品种，新老品种达到20余

个，品种供给更加多元，完全覆盖樱桃早
中晚成熟期，满足游客采摘需求。

“在生产技术方面，我们通过矮化密
植栽培、肥水一体、高光效树形、绿色综
合防控等现代国际主流生产技术的广泛
应用，使昌平樱桃在产量、品质及安全性
等方面均达到较高水平。”区园林绿化局
产业发展科高级工程师耿军介绍，现代
矮化密植樱桃亩产2500斤以上，是传统
生产技术的2倍，优质果率可达到90%以
上，目前全区15%～20%的樱桃种植面积
已经实现了矮化密植栽培模式，极大提
升了樱桃的生产效率和果品质量。

结合今年樱桃文化节系列节庆活
动，昌平区将樱桃采摘资源与当地休闲
旅游资源有机整合，设计、推介了东部、

中部、西部3条樱桃观光采摘线路。
根据采摘线路设计，昌平区筛选推

介出的14家精品樱桃园，涉及7个镇，覆
盖樱桃面积近1000余亩，已被纳入“京果
数字地图”。

“我们还充分结合十三陵地区优质文
旅资源禀赋，推动以‘樱桃+名胜旅游+特
色餐饮+优质民宿’的农文旅融合发展模
式，打造以神路及京银路沿线精品樱桃园
为代表的特色樱桃产业带，目前各樱桃采
摘园正着力改善现有产量品质和观光采
摘环境，提升为游客服务质量。”耿军表
示，接下来昌平区还将持续推动樱桃产业
向高质量发展，在农资投入、科技引进、品
种示范等各个方面做优做强，助力昌平樱
桃产业向更高的水平发展。

本报综合 2023年北京市门头沟区
政策性农业保险自4月份启动以来，门
头沟区委农工委区农业农村局组织各
镇积极落实政策性农险和宣传引导工
作，指导区内5家承保机构不断优化服
务水平。今年门头沟区开设政策性农
业保险44个险种，保险覆盖率进一步
提升。政策性农险保费继续坚持在中
央、市级补贴基础上，区财政补贴至
90%，农户交纳保险费的10%，保障农业
生产的稳定发展，最大程度减轻农户投
保负担。

截止到5月初，全区已完成政策性农
业保险投保金额1.57亿元，已完成上年
投保量的94%，投保农户1520户次，农作
物总投保面积2.89万亩，主要投保农作
物和险种包括苹果2762亩、梨1678亩、
樱桃1769亩、杏2448亩、核桃846亩，枣
587亩、西瓜370亩、果树树体9731亩、露
地花卉5243亩、密植果树树体险1712
亩、密植园果品种植险1512亩。

下一步，门头沟区委农工委区农业农
村局将继续组织各承保机构做好农作物
灾害的查勘和理赔工作，开展创新险种研
究工作，进一步提高门头沟区农业保险防
范和化解农业生产风险保障水平。

顺义区北郎中村打造
农业科普教育体验基地

本报讯 顺义区赵全营镇北郎中蔬
菜基地挖掘传统农耕文化，开发以农事
体验、科普教育、观光采摘为主的旅游产
品，打造农业科普教育体验基地，推动现
代农业与科普教育相融合，打响北郎中
蔬菜文化品牌。

走进北郎中农业科普教育体验基地，
绿油油的叶子中间，五颜六色的番茄缀满
枝条。当前正是番茄成熟上市时节，不少
市民前来采摘，一堂好看、好吃的科普体
验课也设在了这里。北郎中蔬菜基地技
术员王雷达说：“今年，基地新种植2.7亩，
6大类10余种，共9000棵番茄，亩产可达
8000公斤。其中，部分种类的番茄在北方
极少种植，我们通过先进农业种植技术大
胆尝试，种植橙色的夏日阳光、紫色的紫
玫瑰、黑色的黑蜜珠等品种，五彩缤纷的
番茄不仅为开拓市场提供了更多的机遇，
也为科普教育体验增加了趣味性。”

北郎中农业科普教育体验基地是融
合宣传教育、参观、展示、动手实践为一
体的蔬菜科普基地。常年开展蔬菜采
摘、农业科普等方面主题活动，让学生了
解蔬菜领域科学知识、新成果、新技术，
推广普及蔬菜优良品种等。成为农业科
普教育体验基地，北郎中蔬菜基地有其
独特优势。

在这里，现代化大棚、授粉蜜蜂、饱
满果实都是科普教材，技术员也是科普
员，市民了解蔬菜品种、种植、养护特点，
并通过体验式操作了解蔬菜从发芽到成
熟、从育种到送上餐桌每个阶段的知识，
让大家在大饱口福的同时了解农事、增
长见识。

北郎中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杨月明
表示，下一步，基地将继续丰富蔬菜种植
品种，推动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打造旅
游观光采摘、北郎中农业科普教育体验
基地，培育蔬菜文化品牌，扩大北郎中蔬
菜知名度，以蔬菜带动产业兴旺。

（顺义区融媒体中心）

国家农业科技创新港将落地平谷区 门头沟区政策性农险
为农业生产保驾护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