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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组
织召开了北京市首届农业农村信息化
示范基地授牌仪式，为首批15家应用现
代信息技术有效提升了农业生产智能
化、经营网络化、管理数字化、服务在线
化水平，并取得一定经济、社会和生态
效益的各类主体进行授牌。

据了解，为推动北京市农业高质量
发展，鼓励、引导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
农村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等各环节
各领域的应用创新，推动信息技术与农
业农村深度融合，以信息化引领驱动乡
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北京市今年
首次组织开展了市级农业农村信息化
示范基地认定评选工作。

此次共认定15家主体，其中管理型
2家、经营型1家、服务型2家、生产型5
家，以及2021年被认定为国家级信息化
示范基地的5家单位。

生产型示范基地主要表彰的是以
种植业、畜牧业、渔业、种业等农业生

产过程为对象，按照质量第一、效益优
先的要求，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在动态
感知、监测预警、精准作业、智能控制
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探索出了典型
应用场景，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运作
模式，在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
率、劳动生产率，生态改良、环境优化
等方面取得突出成效的各类主体；经
营型示范基地主要表彰的是以农产品
加工、包装、运输、仓储、交易、溯源等
过程为对象，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在农
产品初加工、分类分拣、智能分仓、物
流配送、仓储管理、电子商务、产品溯
源等方面，促进了农产品小生产与大
市场有效衔接，为农产品流通提供强
有力支撑的各类主体；管理型示范基
地主要表彰的是以优化管理职责履行
过程为对象，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在提
高政府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
理、公共服务等方面取得突出成效的
各类主体；服务型示范基地主要表彰

的是以面向农民和城市消费者提供服
务过程为对象，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在
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提升农村公
共服务水平、提高便民服务能力和农
民素质、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等方
面取得突出成效，并形成典型服务新
模式的各类主体。

仪式上，对获得认定的15家主体进
行授牌。4名示范基地代表进行了交流
发言，均表示今后会继续探索应用创
新，努力为北京市农业农村现代化做出
贡献。

据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北京市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总体
水平约为40.23%。通过开展农业农村
信息化示范基地的评选，旨在打造一批
可示范、可推广的数字农业农村典型模
式，积极探索信息技术在农业农村各行
业各领域的应用创新，引领带动北京市
数字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人民日报》

本报讯 近年来，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越来越注重突显农业科技实用价值，让
科技创新为农业插上“智慧翅膀”，为农
民带来充足实惠。数据显示，今年上半
年，全院科技成果转化合同额比去年同
期增加26.8%。

京郊大地长满“智慧果”
密云区溪翁庄镇黑山寺村人工湿

地里，科技小院的师生们在取水采样，
为水质做定期“体检”。面前这片小小
湿地，是他们打造的“水质净化器”，能
将村民的生活污水就地处理。人工湿
地每天能处理15吨生活污水，处理后的
水质能达到一级B排放标准。在科技
小院的支撑下，黑山寺村也成了北京首
个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示范村。

“科技小院”是建立在农村生产一
线，集农业科技创新、示范推广和人才
培养于一体的基层科技服务平台。截
至2023年5月底，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已
经在京郊建设了16个科技小院，成为农
业新品种、新技术、新成果展示的重要
阵地，更成为农业科技链接田间地头的
坚实“桥梁”。

建设科技小院，只是北京市农林科
学院用农业科技赋能京郊发展的“一
角”。追寻着北京乡村振兴特点和京郊
实际需求，2023年，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又启动了京郊乡村振兴科技示范（三
期）、京郊特色产业提升与示范、平谷农
业中关村建设科技支撑等23个“京郊
篇”重点项目。尤其在助力平谷农业中
关村建设上，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开展科
技短板攻关，解决了一批技术难题。农
业微生物创新研究已有4个生防制剂完
成国家正式登记样品封样工作，在平谷
3个、总面积1000亩示范基地开展相关
菌剂试验。针对平谷大桃细菌黑斑病
等卡脖子技术，开展生物防治攻关，防
治效果提升10%。打造优异种质资源
圃，定植优异种苗2000余株及育种5000
余株苗木，加速了桃新品种的育成和繁
育进程。

“我们还组织了专家蹲点服务，带
资金、带技术，确保北京农业科技服务
下沉到基层。”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副院

长王春城说。据介绍，北京市农林科学
院选派35个专家、3位第一书记、11位
科技书记，成立8个专家团队入驻平谷，
还建设了北京油鸡（平谷）资源保种场
（二期）、桃产业技术研究院（二期）、10
个双百对接基地、20个博士农场等一批
展示基地。

薄弱村庄种下“摇钱树”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对接了79个市

级集体经济薄弱村，在2022年全部脱
“薄”。平谷区镇罗营镇桃园村就是其
中之一。

干净整齐的车间，不见一点泥土，栽
培架上一棵棵生菜，在不同光谱的LED
灯映照下，肆意地向上生长。这里是村
子的智能植物工厂“乡里云坊”。“这里的
菜可火了，春节前夕就卖出1200个礼盒，
有时候需要预订才能提货。”孙艳芹是植
物工厂的工作人员，也是这里的村民。
看着每斤“少说也得四五十元钱”的蔬菜
被抢购，她感慨自己“从没见过能卖得这
么贵的蔬菜”。“曾经地里刨食又脏又累，
收入‘仨瓜俩枣’。农业发展还是得靠科
技。”孙艳芹说。

这科技感满满的富民蔬菜，是北京
市农林科学院专家、驻村第一书记温海
峰组织引入的。桃园村位于镇罗营镇
最北部，是北京市经济薄弱村之一。对
口支援桃园村后，为了尽快摘掉“薄弱
村”的帽子，温海峰充分发挥北京市农

林科学院的技术优势，引来博士团队，
带来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利用村内两
座废弃多年的仓库和早晚温差大、种植
水源中含有国际医疗水标准的“钡”元
素等优质环境因素，建成国内外高端植
物工厂“乡里云坊”，大大提升了村子蔬
菜产业的“含金量”。

根据约定，项目投产运营，村集体
占股45%，在收益分配之前，村集体每年
先从运营公司获得10万元固定收益，实
现了“脱薄”目标。在剩余收益的分配
上，村集体获得了45%的“大头”，为促进
村集体经济稳步增长创造了条件。

靠着农业科学技术，在帮助79个市
级集体经济薄弱村“脱薄”后，今年北京
市农林科学院继续在合作村庄里实施
科技帮扶专项、双百对接、科技书记、专
家工作站等项目。上半年开展实地科
技服务累计超过160次，围绕产业发展
共推广120个品种、45项配套技术，示范
面积2500亩，辐射带动面积4700亩，并
通过组织开展各类技术培训，为村庄留
下技术骨干。

合作创新共谋振兴路
2016年6月，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牵

头成立了京津冀农业科技创新联盟，走
过7年，联盟成员已发展到77家，并建
立了科研仪器设备的共享机制，发布了
《京津冀农业科研仪器设备共享目录》，
打造了分支联盟、京津冀联合实验室、
天津市智能农业研究院、技术创新中
心、区域科技创新团队等20余个区域创
新平台。在闭幕不久的2023年京津冀
农业科技协同创新大会上，联盟亮出了
359项创新成果。

“现在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赵
县实验基地累计引入了我院200余个蔬
菜新品种，6项示范新技术和成果，有力
促进了我院高新技术成果落地。”北京
市农林科学院副院长杨国航说。

据了解，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在助力
京津冀农业科学技术协同发展的基础
上，还助推京蒙东西部协作地区产业发
展，深化与河南邓州等对口协作地区产
业帮扶工作，走出了一条农业科技合作
创新共赢路。 《北京日报》

一个又一个科技小院在
京郊落地，带动农村变美，农业
变强，农民变富。一批又一批
专家团队奔赴经济薄弱村，支
援脱“薄”突围，壮大产业，共同
富裕。新阵地的打造和农业科
技人才的奔赴都是北京市农林
科学院持续推动农业科研成果
落地转化的生动缩影。

本报讯 科技加持的日光温室不仅能
用于冬季农作物保温，而且可以在夏季为
作物“纳凉”，为农作物提供恰到好处的水、
肥、光照等生长条件。在位于北京市丰台
区云岗街道张家坟村的智慧农业园里，就
有24栋这样四季皆宜的日光温室。

笔者来到张家坟村的智慧农业园，进入
一栋温室后发现，里面不仅不闷热，反而舒
服得很。头顶环流风机吹来阵阵凉风，温室
仅留了一层纱窗，不仅通风良好，还能防止
飞虫入侵。这栋温室里种的是可以生吃的
乳茄，目前正处于盛花结果期，长势喜人。

据介绍，温室内配置了温度湿度感应
器和高压喷雾设施，当温室内气温过高时，
就能通过喷雾起到降温加湿作用。一旦发
现温室内温度湿度超标，既能在棚内人工
干预，也可以在园区指挥室通过电脑中控
系统调节。

在温室的棚架上面装有电机，通过电脑
操作温室卷膜卷被控制设备，温室所用的薄
膜上喷涂了专门的药剂，防止强光紫外线下
农作物被晒伤。在田地的边缘还专门配置
了电动轨道采收车，在农作物采收季，工作
人员只需把摘下的蔬菜放在每一垄地的地
头，采收车就能自动送到温室入口。

经过这样智能化管护的农作物产量也
很喜人。园区专业技术员刘辉表示，今年
6月，24个棚共计17.5亩田地的总产量达
到32吨，包括黄瓜、西红柿、茄子、豆角、辣
椒、丝瓜等多个品种。

刘辉介绍，这个茄子温室估计要到9
月底拉秧，而其他种植西红柿、丝瓜、豆角
等农作物的温室都已经拉秧了，马上要进
行旋耕、施有机肥，后面要进行闷棚灭菌，
之后再进行通风、二次旋耕养地。而这个
目前刚刚进入采收期的茄子棚等到9月底
拉秧后也会进行同样的休养环节。各个温
室的土壤经过高温灭菌能大幅度减少病虫
害的滋生，进行错峰种植，确保整个园区四
季都能有收成。

在温室内空地上，笔者看到了一套由
碳滤器、砂滤器等多个装置组成的水肥一
体化设备，直接与田内的滴灌管线相连，只
需点击设备上的相应按钮，就能设定灌溉
时间和水量，实现田内农作物的精准灌
溉。刘辉说：“目前我们的土壤和作物正处
在有机转换期的第二年，经过处理的灌溉
用水都已经达到饮用水标准，肥料都是用
的液体有机肥。”

“我们这个大棚从2011年就开始建
了，先后经历过村里自己经营和对外承包
经营，效果都不是很好。”张家坟村党总支
书记、村委会主任徐绍辉介绍，从2018年
开始，在区农业农村局的政策、资金和技
术支持下，张家坟村自行匹配了部分资
金，先期改造了24栋日光温室，2020年基
础设施改造完毕，2021年开始尝试种植，
经过3年左右的摸索，园区大棚在农作物
种植方面的经验逐渐成熟，今年大棚的产
值效益也开始显现出来，目前的瓜果已经
供不应求。

“云岗街道正在努力打造生态航天城，
张家坟村的智慧农业园正是我们生态农业
的一个标杆。”云岗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
随着张家坟村智慧农业的内核越来越实，
未来街道将联合区农业农村局共同将张家
坟村打造成集农业观光、农事体验、农业科
普为一体的生态旅游示范村。

据丰台区农业农村局介绍，当前，丰台
区正在大力发展数字农业、智慧农场、现代
种业等新型应用场景，加快都市智慧农业
体系建设，数字化引领乡村全面振兴和农
村地区高质量倍增发展。

《农民日报》

丰台区“日光温室”
智能管护农作物北京首届农业农村信息化示范基地授牌

京郊科技小院：让科创“慧”农更惠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