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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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季水果里西瓜必不可少，今年北
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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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中旬，“航小瓜”
呱呱坠地，含水量高、含糖量高、最高糖
度可达17度……这些超过普通西瓜的优
势，让“航小瓜”成了市场的俏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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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制罕见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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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技术指
导刘西信介绍道：“我们培育种植的航西

瓜5号，一方面是为了迎合市场需求，另一
方面也是为了更好地将航天育种进行转
化，将这些优质品种带到百姓餐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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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小西
瓜特别流行，军屯村很快瞄准了在副中心
培育精品西瓜的机会。

京美2K是这几年国内流行的小西瓜
品种、品质口感等各方面不输同类型优质
小西瓜。京彩1号则是这几年新诞生的选
手，拥有彩虹色的瓜瓤，β-胡萝卜素是普
通西瓜的5至6倍，是西瓜界公认的“土豪
金”，符合现代人对营养健康的追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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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因为好吃而爆火的还有永乐
店镇小南地村的“原汁
原 味 庞 各 庄 西
瓜”。村里用上庞
各庄的苗，请来
当地的老师傅，
经过土壤改良
和精心管理，第
一年试种便成
功了，2000斤西
瓜还没等上
市就被预订
一空。

太空西瓜成市场俏货

夏天吃美味可口的新鲜番茄，是很多70后、
80后的美好回忆。作为夏季上市的应季果蔬，
小时候，番茄被很多家庭拿来当水果吃。如今，
在北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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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所高级农艺师季
延海介绍，目前他们种植的番茄不仅糖度较普
通番茄提高60%以上，还大大提升了商品果率，

实现了产量与品质的兼顾。
北京市通州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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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京城市副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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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引进了十多个品种的番茄。根据果实
颜色不同，给这些新品起了接地气的新名字。”

大务村育
苗基地相
关负责人
高杰介绍，
小 橘 、小
黄、红丸都
是引进的新品种，属于樱桃番茄，结小果。

该基地试种了30亩左右，进行春秋两季试
验，目前春季试种品种已完成定植。高杰说：
“从去年秋季试种的结果来看，这些番茄产量、
品质都不错，已经有种植户闻讯找来要定植这
种高品质番茄。”

水果番茄种出了“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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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古堆村附近的大小农场、庄
园里，尽是“一树樱桃带雨红”的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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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俗话说：“樱桃好吃树难栽。”为了种好樱
桃，沙古堆村引进专家进行示范种植，为村民免
费提供樱桃苗和水肥、技术指导等，经过5年的
精心种植终获成功。此后，儒林村、供给店村、
小辛庄村等周边村也陆续开始种植樱桃，而后
整个西集镇大力发展樱桃种植，并逐渐走上了
产业化之路。

2005年，通州区西集镇第一届樱桃采摘季
活动在沙古堆村举行，如今已经办了18届。
2011年12月，“通州大樱桃”正式被原农业部批
准为国家级地理标志产品。

“获得地理标志后，我们积极利用这一契
机，对其进行保护、品种提升以及产业化发展。
比如，对沙古堆村樱桃生产环境提升、设施改

善，提高果园生态环境，积极推进产业良性发
展。同时，大力推行有机肥，增甜提质。再利用
物联网对其进行生产销售全过程追溯以及绿色
防控等措施。”西集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相关人员
介绍。

抓住“樱桃”发展机遇，西集镇近年来通过
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促进樱桃种植管理现代
化，让园区内的种植户和运营主体实现优产优
质优价。像御樽庄园、红樱桃园艺场等多个主
体，在做好种植特色的同时，开发特色文化活
动，形成了一三产融合、创新休闲农业发展的特
色园区，吸纳当地村民就业，促进村民增收、助
力乡村振兴发展的同时，也让更多人记住了“西
集味道”。

樱桃产业发展农业特色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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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玫瑰香（优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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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串串色彩
鲜亮的葡萄饱满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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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通县志》记载，张家湾种植葡萄的历
史可以追溯到700多年前的元朝。到了20
世纪90年代，张家湾葡萄得到进一步发展，
因其品种多、质量好，被称为“北京的吐鲁
番”。2014年，张家湾葡萄被认定为国家地
理标志保护产品。

名扬在外的张家湾葡萄，也带动了村民
致富。几十年来，葡萄的口感在不断迎合市
场变化。许尚斌介绍，过去品种单一，人们

的选择也有限，现在大家生活水平提高了，
更愿意吃带有香气的水果，香气浓郁的品
种，市场销量一直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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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主要以采摘为主，老顾
客每年都会提前预订。”许尚斌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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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葡萄的鲜果采摘期可以一直持续
到10月中旬。”

（农业农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