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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制定印
发农业农村灾后恢复生产10条指导意
见后，迅速派出13个指导组深入涉农
区、选派12名干部下沉4个重点区，加
强农业农村灾后恢复重建相关工作。

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在迅速开展受
灾情况统计并动态更新、深入分析的基
础上，及时采取多种措施有序开展了防
汛抗洪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

一是及时选派指导组深入开展服
务。委局主要负责同志带头赴房山、门
头沟、大兴、延庆、顺义等区20余个点位
调研指导。由局级领导带队的13个指
导组对接指导13个涉农区，进乡村、入
园区、下田间查看受灾情况并给予技术
指导，截至目前，已经出动2100多人次，
创新团队的83名专家对粮食作物、设施
蔬菜、畜牧水产养殖等7个领域研究提
出了46条灾后恢复生产技术措施和注
意事项。

二是迅速制定并落实补助政策。对
受损的农业设施需要重建或恢复的，按
照建设成本50%的补助标准给予支持。
同时，积极争取3890万元中央农业生产

防灾减灾资金，全部用于支持房山、门头
沟、昌平三区加快种植业恢复生产。

三是统筹调运农资加快恢复生产。
按需调剂调运种子、种苗、农药、化肥等
农资，落实六类作物46.3万公斤救灾备
荒种子，指导生产主体及时育苗或调剂
应急储备苗，组织绝收地块及时改种补
种，目前已完成补种2.1万多亩，开展病
虫害防控及叶面肥喷施46万余亩次。

四是协调加快政策性农业保险理
赔。加强对全市7家政策性农业保险公
司调度，安排2299人次，出动1118车
次，加快查勘理赔工作进度。会同财
政、金融等部门开设理赔绿色通道，对
受灾较重的门头沟地区简化优化理赔
程序，从快从高处理理赔案件，完成查
勘估损后5天内按照不低于估损金额的
80%向受灾户预付保险赔款。对灾害损
失严重一周内无法入场查勘的地块，推
定为全部损失。截至8月21日，接报
5564户次农业保险报损7.6万亩，已完
成2794.5万元保险赔付。

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同志向记
者表示，接下来将继续指导相关区采取

生产自救、补种抢种、农技植保等措施，
最大程度恢复生产、促进增产：

一是分区施策，尽早恢复到受灾前
生产水平。对于受灾情况不严重的区
域，持续加大技术服务，力争单产提升；
对于受灾严重、绝收面积大的房山、门
头沟、昌平等区，多措并举，加快排出田
间积水，加强在田作物生产管理，对于
无法补种的地块提前谋划部署下茬作
物生产管理。

二是重点谋划，努力提升都市型现
代农业发展质量。尽快研究出台蔬菜
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有序改
造提升本市的老旧设施，集中建设一批
宜机化耕作、智能化生产、信息化控制
的现代化设施。

三是进一步研判，确保农民持续增
收农村稳定发展。会同统计部门做好
因灾受损农民的收入监测，科学分析研
判全年农民增收形势；做好受损村庄及
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监测，尽快研究出
台促进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
关政策。

（据《人民日报》）

本报讯 田兆玉 为推动区域农业产
业发展，北京城市副中心积极发展水
果产业，培育出了一批区域特色果蔬
产品。

太空西瓜成市场俏货

夏季水果里西瓜必不可少，今年通
州市场上迎来了一批“特殊来客”——航
天育种西瓜。

拥有航天基因的“航小瓜”产自于
家务乡内的神舟绿鹏科技有限公司，这
是一家致力于航天育种研究的科技公
司。与传统育种技术相比，航天育种最
大优势是空间诱变材料的变异率高、致
死率低、育种周期短，可在相对较短时
间内，形成携带高产、早熟、抗病、耐胁
迫等优良性状的新种质资源或新品种。

今年，在市场上“火出圈”的还有来
自漷县镇军屯村科技小院的北京自育
西瓜品种：京美2K和京彩1号。北京市
农林科学院研究员宫国义介绍，“京美
2K耐低温易坐果、耐裂、耐储运；京彩1
号更耐热，可以实现晚种，在同质化竞争
中更有优势。两种西瓜的糖度都可以达
到13度以上，在小瓜里算是‘尖子生’。”

水果番茄种出了“花”

夏天吃美味可口的新鲜番茄，是很
多70后、80后的美好回忆。如今，在城
市副中心番茄更是被种出了“花”，无论
是科技小院、育种企业、蔬菜种植大户，
都在尝试引进不同番茄品种，多品类番
茄陆续推向市场，送上百姓餐桌。

走进农林科学院通州基地连栋温
室展示区，在封闭式无机基质栽培和番
茄高糖栽培种植技术的双加持下，又大

又红的番茄新鲜诱人挂满藤蔓，远远望
去，就像是进入了“番茄森林”。“通过优
质抗病品种选育、智能温室环境控制、
水肥智能循环体系等，我们实现了番茄
的高效生产。”市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
所高级农艺师季延海说。

永乐店镇西槐庄科技小院大棚里，
番茄的清香混合着泥土的气息扑鼻而
来，一串串红彤彤、黄灿灿的番茄挂满
枝头。“今年我们栽种了草莓番茄、红色
樱桃番茄、黄色樱桃番茄三种，全程采
用富硒技术，硒元素含量高，并使用水
肥一体化、黄板、防虫网、熊蜂授粉等技
术，通过物理、生物防治措施实现产品
不打农药，绿色无公害。”科技小院学生
张晓恬表示。

在城市副中心，育种公司通过引进
种质资源，将十余种高品质番茄通过繁
育种植及本土地化驯服，成功试种，进
一步丰富本地种源。

樱桃产业发展农业特色园区

今年，西集镇樱桃种植再迎新绩。
截至目前，该镇樱桃种植面积近万亩，种
植户达650户，年产樱桃400万斤，年均
产值近亿元，樱桃种植品种达20余种。

上世纪90年代，西集镇沙古堆村还
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子，转变发生在
1995年。“那一年，我们试种的樱桃丰产
了。当时就卖到了50元1斤，因为数量
不多，好多人都是排着队来买，沙古堆樱
桃一下子就传开了。”沙古堆村的皮兆
泉、韩廷禄当时分别是村党支部书记和
村委会主任，两人抱着试试看的想法，
带着愿意“吃螃蟹”的村民蹚出了一条
特色农业发展之路。回忆起当初，两人
仍然满是感慨。也是从那时起，沙古堆

村有了“京郊樱桃种植第一村”的名号。
沙古堆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郑红鹏介绍，沙古堆村特殊的地理位
置，为大樱桃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长沃
土。西集大樱桃植根于北运河、潮白河
冲积平原，多河富水，土质肥沃，光照充
足，成熟后的果实个大饱满、整齐美观、
色泽艳丽，果肉肥厚细腻，果实糖度高、
酸甜适口、风味独特，成为首都水果市
场的新宠。

张家湾葡萄采摘持续到10月

今夏，与西集大樱桃齐名的“国家
地理标志”张家湾葡萄也进入了成熟
期，这里素有“北京吐鲁番”“京郊葡萄
之乡”的美誉，市民可以品尝到山东的
贵妃玫瑰、日本的粉红亚都蜜等全球30
多个经典葡萄品种。

位于张家湾镇大北关村的北京葡
萄大观园里，葡萄架上枝蔓茂密，紫红
碧绿。“鼎盛时期，园子里种了130多个
品种，我们结合市场和百姓品味优中选
优，保留了30多个经典品种。”北京葡萄
大观园总顾问许尚斌介绍，目前这里是
副中心面积最大的葡萄种植基地。

名扬在外的张家湾葡萄，也带动了村
民致富。许尚斌年轻时担任过张家湾葡
萄协会会长，他说：“张家湾的葡萄种植面
积最多曾达到2万亩，种得最好的是上马
头村，后来被评为‘京郊葡萄第一村’。”

占地180亩的北京葡萄大观园，葡
萄年产量6万斤。别看产量大，这里的
葡萄在市场上很难买到。为了延长采
摘期，园区充分发挥葡萄品种名、特、
优、新、奇和不同品种的特性，采用多种
温室栽培方式，实现了一年能有十个月
的产品供应期。

果业发展势态佳 果香飘荡副中心

本报讯 李丽颖 北京市延庆区延庆镇
广积屯村的农户李永明家里种植了6个春
秋棚的彩椒，近几年棚里的蓟马虫危害逐
年加重，对彩椒的产量和收益影响非常大，
这可把李永明愁坏了。然而，今年李永明
不用再为蓟马虫害愁眉不展，“自从去年加
入了‘五级联合攻关’之后，专家们给我们
村引入好多项防控蓟马的新技术、新产品，
蓟马防控的难题越来越有希望解决了”。

李永明口中说的“五级联合攻关”，是
指2022年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
所、北京市植物保护站、延庆区农业农村局
共同针对番茄、辣椒、草莓、白菜、西瓜、生
菜、玉米、谷子8种主栽作物上制约产业发
展的疑难病虫害问题，启动的延庆区8种
作物疑难病虫害“五级联合攻关”工作。这
项工作是“党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新路
径的探索和尝试，通过党建引领，凝聚国
家、市、区、乡镇、村五级人才力量和技术优
势，形成解决延庆农业绿色产业发展难题
的合力，打通“产学研”最后一公里。

“五级联合攻关”充分发挥了各级机构
人员的技术与资源优势：第一级为中国农
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作为国家级科
研机构，其在农作物病虫害防控方面积累
了丰厚的科技创新与科研成果；第二级为
北京市植物保护站，在农作物病虫害防控
技术研发推广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和推广
体系；第三级为延庆区农业农村局，具有绿
色有机农业示范区创建的需求和技术示范
展示的平台；第四级是延庆各乡镇，具有经
验丰富的技术推广人员；第五级则是各示
范基地或者农户，对病虫害防治技术有着
迫切的需求。产业有需求、问题有技术、推
广有体系、示范有平台，“五级联合攻关”互
补联动，“产学研”一体推进。

一年来，为确保“五级联合攻关”工作
顺利开展，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
所、北京市植物保护站、延庆区农业农村局
分别在项目支持、技术引进、田间服务等方
面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建立了一种以生产
需求引领科技创新、以生产效益促进成果
转化的五级资源聚焦、技术集成推广、服务
人才培养的新机制。

李永明所在的延庆区延庆镇广积屯
村，现有种植彩椒的春秋棚571栋，是北京
市最大的彩椒种植区。通过“五级联合攻
关”，村里引入了白僵菌技术、绿僵菌技术、
食诱增效技术、天敌防控技术、紫外线阻断
膜技术、害虫免疫抑制防控技术、蛋白质免
疫诱抗剂防治病毒病等技术。同时，专家
们也正在对上述技术进行优化和整合，逐
步提高防效、降低成本，保障彩椒产业健康
可持续发展。

延庆区康庄镇西红寺村的西瓜种植大
棚有101栋，是延庆区最大的吊蔓西瓜种
植区。西红寺村从2009年起连续种植西
瓜14年，根结线虫病、红蜘蛛等问题突
出。2023年五级联合攻关在延庆区春茬
西瓜示范推广绿色防控技术390亩，引入
了淡紫拟青霉技术、枯草芽孢杆菌技术、天
敌防控等技术后，病虫害防控效果明显，平
均增产6.6%，最高增产15.7%，瓜农收益比
去年同期每亩增加2000元。

近日，“五级联合攻关”在延庆组织召
开了现场观摩和一周年工作总结交流，进
一步总结前期工作成效，谋划后续工作计
划。“五级联合攻关”工作将持续推动延庆
区乃至北京市的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技
术水平提升，切实发挥好以党建引领业务
工作开展，以绿色防控推进产业发展和乡
村振兴的作用。

延庆区破解
产业发展难题

北京农业保险已赔付2794.5万元

航天育种太空西瓜、高科技赋能番茄种植、能实现十个月产品供应期的张家湾
葡萄、产业化发展的国家级地理标志产品“西集樱桃”……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夏秋
丰收季节，各种名、特、优、新、奇的果蔬产品为田间地头、百姓餐桌带来浓郁果香。

启动“五级联合攻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