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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魏昕悦 张庆华 第六个中国
农民丰收节在美丽的金秋和丰收的喜悦
中如约而至，北京市丰富多彩的系列庆
祝活动也正式启动、陆续展开。秋色正
浓，既有“丰”景，更多“京”彩。

丰收舞台展现幸福生活。夏粮藏，
秋子落。今年，北京全市夏粮总产量
13.4万吨、比上年同期增加3.8万吨，同
比增长40%；全市蔬菜及食用菌产量在
前八个月的努力下也实现了同比增长。

在这稻谷金黄、瓜果飘香的秋收时
节，中国农民丰收节北京市系列庆祝活
动也异彩纷呈。据了解，今年北京市、
区、乡镇、村等各个层面的庆祝活动将超
过100项，部分活动延续至年底。

中国农民丰收节北京市系列庆祝活
动的内容和形式都日渐丰富：农村科普
宣传、群众文艺汇演、乡村体育赛事、农
事互动体验、特色美食品鉴、农产品展示
展销等各具特色的活动，不仅搭建起分
享丰收喜悦的舞台，也活跃了农民的精
神文化生活。“云上丰收”“线上展播”等
新媒体的广泛传播也持续扩大着丰收节
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系列庆祝活动的覆盖面
也不断增大。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
2019年、2022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
场活动均在北京举办，累计参与人群超

过61万人次，覆盖人群1600多万人次，
带来直接经济效益2600多万元。

文化平台赓续农耕文明。中国农民
丰收节定在秋分，彰显了中国自古以来
以农为本的传统，更发出了加强农耕文
化传承保护的明确信号。北京市着力发
挥中国农民丰收节的节庆效应，致力传
承弘扬中华农耕文明和优秀文化传统，
逐步把与农事活动密切相关的节气时令
变成具有鲜活现代感的重要节日。

丰台区王佐镇佃起村的开镰节，就
是庆祝丰收节的特色活动之一。佃起
村将稻作文化与地区农业资源有机结
合，闻稻香、割水稻、打稻谷，促进了北
京京西稻作文化系统（中国重要农业文
化遗产之一）的可感、可观、可体验。今
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北京市系列庆祝活
动的开幕式，也在这里拉开了帷幕。

在丰收节的赋能引领下，农耕文化
的活力没有止步于田间地头，而是加速
向更多领域延伸。今年，北京市农业农
村局在大兴区、延庆区首次策划举办了
两场市级“农民村晚”，也是第34届北京
农民艺术节的重要活动之一。当“农民
丰收节”牵手“农民艺术节”，资源整合、
同频共振，以文化人、成风化俗的效果更
加凸显。

产业品牌提升丰收内涵。“2021年，

‘京一根’通过了‘北京优农’品牌的认
定，这是认可，更是激励，我们更有动力
朝着高品质发展。”北京德润通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尹氏粉条传承人尹
志刚对“京一根”品牌的未来充满信心。

“京一根”是尹志刚将传统工艺与现
代科技结合，打造的北京粉条品牌。“零
添加、无明矾”已成了该品牌的“特色招
牌”。进入“北京优农”品牌名录后，“京
一根”的品牌建设步伐加快，除了北京的
3条粉条生产线外，还通过京蒙两地协
作，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落地了“京一
根”项目。“这预计可带动当地200多个农
牧民就近就业，受益村将超过60个。”尹
志刚说。

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北京优农”品牌认定与推介，每年都
是丰收节的重头戏，以丰收节为“催化
剂”，举办形式多样的市级、区级农产品
产销对接活动，持续深入推进农产品品
牌建设。截至目前，已累计认定“北京优
农”品牌180个，覆盖北京13个涉农区。
据初步统计，180个“北京优农”品牌年销
售额总额达到60亿元以上，带动就业10
余万人次，收益可惠及全市三分之一的
行政村，为凸显首都农产品地域特色、提
升农产品品牌价值、促进农民增收发挥
了重要作用。

本报讯 李清新 近日，由北京市
海淀区三普办主办的北京市海淀区
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外业调查技术
观摩会在上庄镇西马坊村、梅所屯村
等地举行。来自国家三普办外业工
作组、北京市三普办、国家外业调查
技术组、海淀区三普外业质检组和外
业技术团队等50余名管理和技术专
家参加了活动。

在技术观摩会启动仪式上，海淀
区土壤三普工作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海
淀区土壤三普的工作进展、亮点特色；
海淀区京西稻保护区负责人就京西稻
种植历史和种质资源保护情况进行了
介绍；国家外业调查技术专家对海淀
区土壤类型形成、分布及发展进行了
专业解读。

土壤剖面采样技术观摩在上庄镇
梅所屯村开展。技术人员在对土壤剖
面进行精修基础上，由国家土壤三普外
业工作组、外业技术组专家、北京市技
术指导专家组成联合评审组，对剖面点
的土壤发生层进行诊断分层、剖面描述
和命名，讲解了剖面样的采集要点及注
意事项。

据介绍，海淀区三普工作涉及
201个土壤表层样点采集和6个剖面
样点描述和取样。截至目前，共调查
表层样点 168个，完成全部样点的
84%；完成 3个剖面样点采集与描述
工作。除完成市级规定动作外，海淀
区还立足当地特色开展了京西稻、玉
巴达杏两个土特产适宜性评价、土壤
生物多样性调查等特色专题研究工
作，为开展优化土特产的适宜性布
局、提升土壤健康水平从而提升海淀
区农产品品质和市场竞争力提供了
一手数据基础。

海淀区举办土壤三普
外业调查技术观摩会

本报讯 王星宇 尹奕橙 近日，昌平
区阳坊镇后白虎涧村的京白梨进入采
摘期。果园内，一个个丰硕的果实压
满枝头。和往年一样，通过利用科技
施肥，统一管理等有效措施，今年的采
摘季如期迎来丰收。今年，京白梨长
势喜人、质量提升，喜获丰收，总产量
可达35万斤。后白虎涧京白梨种植专
业合作社采用的是线上网售和线下自
提相结合的销售方式。京白梨的价格
与往年一样，每斤8至12元不等。

“我们这个园子所在地属于山前缓
坡地带，园内旱可浇、涝可排，今年降雨
对果实影响较小。”京白梨口感纯正，果
汁多，味酸甜，香味浓，营养丰富，是历
代老少皆宜的保健佳品。合作社理事
长蔡长青告诉记者，“京白梨具有果肉
细腻、皮薄、酥软汁多、香甜等特点，经
过后熟期，有‘摘青，吃黄’的讲究，一
般青果摘下放置一周以后就可以食用
了，适合老人、孩子吃。”

为拓宽销售渠道，昌平区经管部门
多措并举，主动与区供销社对接，积极
联系新世纪商城等区内各大商超，通过
门店销售、商圈外摆和农产品进社区等
方式，促进京白梨销售。此外，为促进
昌平京白梨产业发展，区经管部门将继
续认真做好调研，对合作社进行项目扶
持，建立苗圃基地，从源头抓起，进一步
提升果品质量。

昌平区阳坊镇京白梨
采摘季喜迎丰收

门头沟区特产集中展销助农增收
本报讯 张骜 许婧 近日，“助农齐携

手 相约门头沟”特色农产品展销活动在
门头沟区西长安中骏世界城西广场开
幕。本次展销活动设立3大展区，共有
14个展位，汇聚了来自门头沟区妙峰山
镇、清水镇、王平镇、雁翅镇的优质农产
品、非遗文化产品、区域特色文创产品以
及来自内蒙古自治区的特色产品。

现场，十多种特色农产品集体亮相：
门头沟的京白梨历史悠远，是北京果品
中唯一冠以“京”字的地方特色品种；妙

峰山的高山玫瑰被称为“华北一绝”，是
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清水镇的鸡
心果、软枣猕猴桃、原味玉米生长在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百花山下，品质好，口感
佳；王平镇的韭园酱菜，由传统工艺腌
制，保留老北京风味；内蒙古自治区的牛
肉干、奶制品等也吸引了大量顾客选购。

在文创产品展区，金隅琉璃文创园
展示的琉璃文创产品工艺精湛、设计风
格独特；京西山水公司展示的石鱼福袋
流苏车挂链、柘里五路财神平安车挂、石

鱼冰箱贴等创意产品，凝聚京西山水文
化特色。

在市发改委的指导下，全市各结对
区积极落实与门头沟区受灾镇街的帮扶
机制，统筹资源优势，为门头沟区农产品
销售对接销售渠道，帮助农民增收。各
企业勇担社会责任，帮助门头沟区农户
畅通运输渠道、优惠邮资、主动认购农产
品等。各方合力助农惠农，助力乡村振
兴，本次展销活动就是拓宽农产品销售
渠道的新起点。

金秋“丰”景 分外“京”彩

本报讯 陈琳 近日，首届新发地农产
品博览会在丰台区新发地农博中心正式
开幕，将举办三大主旨论坛和农产品推
介会，助力新发地市场加快转型升级。

新发地商会正式成立，搭建企业发展
平台。“目前，商会共有5家理事会单位、50
个会员单位。”北京新发地商会会长张月
琳表示，作为全市首个以农副产品批发市
场为载体的行业性、非营利性社会团体，
北京新发地商会将在做好政企纽带桥梁、
搭建企业发展平台、促进市场转型和产业
升级等诸多方面发挥作用，实现政府、市
场和企业的互利共赢，引领行业前沿，共
同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

全市首个专为商品交易市场制定的
规范经营行为类的团体标准《商品交易
市场诚信经营行为指南》（以下简称《指
南》）在开幕式上发布。丰台区市场监管
局局长孙晖介绍，《指南》涵盖“主体资质
合法、商品准入规范、规划布局合理、硬
件设施齐备、经营管理科学、交易竞争公
平、质量安全保障、追溯渠道畅通、自律

体制健全、消费服务和谐”十个方面，为
商品交易市场诚信经营提供规范指导，
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在现场，新发地市场6位“大王”“大
户”分别与6家进口水果供应商签订贸易
协议。丰台区商务局局长许渊源介绍，
本次签约金额达1.2亿元，涵盖加拿大、
智利、泰国、越南、老挝等国家的10余种
优质特色农产品。

本届农博会的协同发展主题展馆，
陈列了京津冀及世界各地在农业领域合
作发展的历史，讲述协同发展成效。此
外，农博中心还设置了乡村振兴、农业科
技、农业文化三个主题展馆，全方位展现
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成就。

搭建136个露天展棚，开展农产品展
销会。在室外销售区域，农产品展销会
火热开场，有马来西亚、菲律宾的榴莲，
内蒙古的牛肉干，贵州的刺梨、腊肉、茶
叶等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百余种名
特优农产品，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参观、
品尝、购买。农博公司负责人王帅介绍，

本次农博会一共搭了136个露天临时展
棚，展销各地各类农产品。

新发地国际榴莲馆9月初刚开馆，现
在已经成为市场的“网红打卡地”。国际
榴莲馆负责人毛勇习介绍，开业以来，榴
莲馆的销售额和销量远超预期，“比我们
之前的预期翻了三倍，一个档口仅白天
就能销售两万多斤榴莲，销售额达20余
万元。”

新发地“茄子大王”李军带着5大品
类的茄子来到现场，有线茄、圆茄、黑长
茄、青茄等，不断有市民咨询不同茄子都
有什么吃法。他表示，农博会为他们带
来了更多商机，一头对接产区、基地，拓
展货源；一头对接消费者，扩大销量。

张月琳介绍，本届农博会期间还将
举办食品安全、果蔬供应链、农产品贸易
三大主旨论坛，以及贵州、内蒙古等地农
产品推介会，力争打造传统市场转型升
级的交流平台、全国各地特色农产品的
推介平台、构建食品安全体系的发展平
台、农产品进出口贸易的合作平台。

丰台区首届新发地农博会开幕

中国农民丰收节北京系列庆祝活动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