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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王可心日前，北京市种业振兴
工作协调推进会在市农业农村局召开。会
上宣布建立北京种业振兴工作协调机制，
由市农业农村局、市园林绿化局牵头，23
个市级部门和13个涉农区将整合资源，集
成力量，加快推进“种业之都”建设。

会上，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了北京种业振兴行动的阶段性进展。
近年来，北京市出台《北京种业振兴实施
方案》，颁布实施《北京市种子条例》，完
成了北京种业发展顶层设计。在种质资
源普查方面，第三次农作物种质资源普
查工作全面完成，征集调查资源786份，
其中延庆八棱脆海棠入选“2019年全国
种质资源普查十大重要成果”。同期开展
的第三次畜禽遗传资源普查和第一次水
产养殖种质资源普查工作仍在进行中，
已登记畜禽资源20个畜种103个品种，
覆盖862个水产养殖主体、72个物种。

在种业创新方面，北京市组织实施了
10个优势物种联合攻关项目，目前已创
制玉米、小麦、蔬菜种质资源214份，培育

新品种55个。连续三年推动冬小麦、设
施蔬菜、玉米良种更新换代，落实107.2
万亩，推广优新品种400余个，惠及17万
农户。同时，对北京鸭、北京油鸡、宫廷
金鱼、鲟鱼等特殊种质资源进行保护。
31家单位入选国家种业阵型企业，农作
物和畜禽入选企业数量均为全国最多。

加快种业振兴，对于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抢占种业科技竞争制高点、推动北
京都市农业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推进“种业之都”建设，需要各级各部门
形成合力，共同推进。前不久，由北京峪
口禽业自主培育的1.55万只“京红1号”
高产蛋鸡和0.1万只“沃德188”快大型
白羽肉鸡父母代种鸡，搭乘航班顺利抵
达坦桑尼亚。这是我国自主培育的高品
质肉种鸡和蛋种鸡首次走出国门，实现
国产肉鸡蛋鸡品种出口“零的突破”。这
一成果，正是由北京海关与市农业农村
局成立的联合专班来推进实现的。

会上宣布了由市农业农村局、市园
林绿化局牵头，23个市级部门建立了北

京种业振兴工作协调机制，部署建立区
级协调机制，共同加快推进“种业之都”
建设步伐。“接下来，全市各级各部门将
立足北京创新资源优势，保障种业振兴
顶层设计‘一张蓝图绘到底’、工作推动
‘上下一盘棋’。”北京市委农工委书记、
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彭利锋说。

在种质资源保护利用上，全市将加
快农业种质资源普查，科学有序引进种
质资源，健全种质资源保护体系，将资源
优势转化为品种选育、产业发展优势。
在种业创新攻关上，继续组织实施市级
种业联合攻关，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重大品种，研究良种更换政策，让种业
创新成果能够惠及百姓。同时，还要建
立国家种业阵型企业“一对一”服务联系
机制，打造一批具有核心研发能力的领
军企业和“隐形冠军”，加快平谷、通州、
延庆、海南南繁四大种业创新基地建
设。在优化创新环境方面，还将加大植
物新品种权保护力度，深入开展执法活
动，全面净化市场。

本报讯 庄蕊 为打造中国品牌，培
育和发展中华老字号和特色传统文化品
牌，近日，“金耀?东承”2023年东城区老
字号嘉年华活动正式启动。商务部流通
业发展司司长李刚，中国商业联合会中
华老字号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张
健，北京市商务局二级巡视员张钢，北京
老字号协会会长陈文，北京品牌协会秘
书长夏明，东城区委书记孙新军，区委常
委、副区长赵海东，副区长王佑明、唐立，
东城区相关部门、企业等参加活动。活
动现场，东城区与抖音、美团签订框架协
议，共同推进老字号数字化转型，首批
“东城老字号礼物”中轴系列正式发布。

推进老字号数字化转型
老字号守正创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

的途径。东城区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核
心承载区，为老字号的传承发展提供了
深厚的底蕴和创新的热土。为了推进老
字号数字化转型，促进老字号跨界融合
创新、经营模式创新，提高老字号品牌竞

争力，东城区老字号协会与抖音、美团签
订框架协议，通过互联网技术助力老字
号释放新活力。

据了解，东城区老字号将联合抖音
开展“一城一味 寻味东城”主题活动，为
老字号餐饮带来更多引流。东城区老字
号将和美团开展“国潮东城专题”“美团
必吃榜城市榜单发布”等系列活动，支持
东城区老字号数字化创新。

“东城老字号礼物”中轴系列首发
为了加强老字号的品牌化、流通性，

东城区围绕老字号计划开展“东城老字
号”系列礼物的打造。仪式现场发布了
首批“东城老字号礼物”中轴系列，包含
了中轴京绣长卷、中轴木制拼插模型、中
轴书签等采用非遗技艺制作的礼物。

此次首发中轴系列“东城老字号”礼
物，由“京绣”工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孙颖、京作硬木家具制作技艺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人刘更生等多位大师倾心
设计制作，体现了中国传统工艺博大精

深和历史文化底蕴，也让更多人了解老
字号的技艺传承和文化魅力。

推出“1+1+4+N”特色系列活动
本届老字号嘉年华活动围绕着“1+

1+4+N”的主线模式，主要包括一场启
动仪式，一场老字号大会，四个系列活动
以及多场老字号特色活动。四个系列活
动包括“老字号探店活动”“老字号市集”
“老字号下午茶”“老字号座谈”，旨在让
更多人走进老字号、了解老字号。

近年来，东城区政府已投入1300余
万元专项资金扶持老字号企业高质量发
展。目前，东城区的中华老字号、北京老
字号品牌达到68个，其中百年以上老字号
36个，占到一半以上。东城区拥有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37项、市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71项。未来，东城区将持续开发东
城老字号礼物，加强老字号与重点商圈
和文化街区的互动融合，打造具有创新
特色的老字号集聚街区，推动构建走向
国际、融合时尚的老字号首发首秀平台。

东城区老字号嘉年华活动正式启动

本报讯 顺义区围绕土地规模化、集
约化利用，在具备条件的地方，通过土地
流转，把零星散地整合起来，统一托管，
让“小田”变“大田”，推动农田“优质、集
中、连片”，实现了农田增量、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

走进大孙各庄镇后岭上村，连片的
麦田里灿灿金黄，处处充盈着丰收的喜
气。曾经零散不规整的巴掌田，变成了
集中连片的大块田。小麦联合收割机、
一体化免耕施肥播种机……多种智能化
机械联合作业，高效完成了小麦收获、玉
米播种等工作，实现了全程机械化作
业。“我们村流转了1500亩地，连收带种
只要3～5天。以前这些地分散在各家各
户，得十五六天才能干完。”后岭上村党
支部书记李学德介绍。

后岭上村是大孙各庄镇粮食作物种
植面积最大的村。李学德算了笔账：“‘小
田变大田’之后，稳产增收非常明显。过
去每家每户一亩地也就挣个500～600
元，现在每人每亩能有1500元收入。”

农田增量、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是
“小田变大田”的最终目标。“顺义区积极
探索形成‘规范流转交易+适度规模经
营+生产托管服务’的土地管理利用新模
式。充分整合土地资源，通过土地流转，
推动适度规模经营和生产托管服务，将
‘小田变大田’，不仅有利于机械化耕作，
而且种田的综合效益也大为提高，真正
实现了农民增收、农业增效。”顺义区农
业农村局农业科科长张跃超介绍。

（北京市顺义区融媒体中心）

大兴区瀛海镇发展
都市农业延伸产业链

本报讯 耿子叶 李木易 近日，北京麦
收季节正值高峰期，北京大兴区瀛海镇
3000余亩小麦开镰，收割机、粮食运输
车、粉碎机、播种机同步作业。

今年瀛海镇的小麦种植有新的尝
试，种植了紫优、黑麦、中麦886、农大212
等小麦品种。沃丰农科公司副总经理张
喆介绍，这季小麦增产，得益于灌溉设备
的持续完善，镇里更新换代了14个喷灌
设备，后续还将增加喷灌设备，覆盖所有
的地块。预计今年年底，将开展1000余
亩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与往年不同，今年这块城市里的麦
田，有了更多的产业价值，收割下来的小
麦，除了预留15万斤小麦做种子，用于来
年小麦田种植，还有一部分小麦经过晾
晒后入库，将加工成面粉进行销售。张
喆介绍，去年年底，镇里新建设了面粉
厂和碾米厂，这些本地产出的小麦和水
稻，将直接加工成面粉和大米，以自主
品牌“沃丰”统一进行销售。“咱们瀛海本
地的老百姓，都能吃到瀛海自产的面粉
和大米。”

近年来，瀛海镇大力发展都市农业，
由北京汇瀛沃丰农业科技发展公司统筹
管理全镇农业用地，进行农事生产，种出
了“网红油菜花”“向日葵花海”“千亩小
麦田”等新地标，观光农业、体验农业、休
闲农业正在做优做强。农业产业得到了逐
步延伸，涉及耕、种、管、收、加工、销售等产
业链上下游，农业文旅也得到了长足发展。

伴随着夏收推进，瀛海镇夏播和夏
管工作准备就绪，目前，玉米、高粱、大豆
等农作物播种已经陆续开展。

顺义区“小田变大田”
助农稳产增收北京立足资源优势建设“种业之都”

本报讯 庄蕊 近日，在“金耀?东承”
2023年东城区老字号嘉年华活动启动
仪式上，东城区发布《东城区老字号保护
传承与创新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3—
2025年）》。

方案制定了详实的行动目标体系，围
绕老字号品牌、企业、场景、活动、人才等
方面，研究明确了8个定量目标，对细分行
业头部企业、区域性优势品牌、老字号旅
游精品线路等也设定了量化目标，使方案
目标更加体系化、具象化和可行性。

方案提出，到2025年，全区老字号
品牌数量超过75个；老字号企业整体营
收规模明显扩大，营收过千万元的老字
号企业不少于35家，过亿元的不少于15
家，过10亿元的不少于4家，推动1～2
家条件较成熟的老字号企业启动上市筹
备工作。王府井、前门两大商圈将成为

老字号集聚区，文化与消费空间深度融
合，全区老字号博物馆达到12个左右。

方案针对老字号分属不同行业，基础
不同、经营状态各异、发展水平参差不齐
等，提出“着力打造一批头部企业”“精准
培育一批特色企业”“调整盘活一批存量
品牌”的分类施策路径，聚焦老字号发展
的痛点和难点，进行差异化精准施策。

对底蕴深厚、优势明显、影响力大、
市场广阔的老字号企业，东城区将进一
步加大资源倾斜，鼓励其对标国内国际
一流企业做大做强，支持开展兼并重组、
跨界融合、跨区域发展。

对基础较好、具有一定知名度、市场
潜力较大，但目前经营一般、没有比较优
势或优势不明显，甚至存在经营困难的
老字号品牌，东城区将加强资源对接引
导，支持其聚焦主业、突出特色、垂直深

耕、做优做精。
东城区还将在老字号产品创新、跨

界融合和渠道拓展方面提供支持。方案
基于国潮消费新趋势，提出“四个三”创
新工作方向：聚焦创新赋能，提出推动老
字号产品服务创新、跨界融合创新、经营
模式创新“三条路径”；基于老字号发展
的新诉求，助力老字号拓展销售渠道，支
持进驻商圈、特色街区、社区（楼宇、园
区）“三类载体”；拓宽实体销售、电商销
售、跨境销售“三类空间”；搭载市内展
会、全国展会和国际活动“三类平台”。

东城区将支持开发老字号主题文旅
产品，依托“故宫以东”品牌开发形成
4～5条以老字号和非遗为主题的旅游
精品线路，在书店、餐厅、酒店等场景中
植入有助于促进文化消费的老字号产品
和服务，引领消费新潮流。

●相关链接

未来三年东城区老字号数量预计超过75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