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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霜降时节，万物毕成。走进
乡村大地，到处都是累累硕果、满满收
获：京西稻田里，金灿灿的稻穗，随着风
起舞；平谷佛见喜梨园中，红黄相间，圆
润润的梨果，在枝头摇曳。依“土”而
生、因“特”名扬的地理标志农产品遵循
着节气的指引，此刻正展示着独特的风
土味道，讲述着京郊农耕文化和富农兴
村的生动故事——

北京京西稻作文化系统涉及海淀
区、房山区，其中海淀区主要分布在上
庄镇、西北旺镇、四季青镇，是京西稻的
核心种植区之一。这里特有的土壤环
境、丰富的水资源以及适宜的气温、降
雨量、光照等，孕育出独一无二的京西
稻。2015年，“京西稻”在获得国家农产
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的同时，京西稻作
文化系统还被原农业部认定为中国重
要农业文化遗产，一产与三产因稻作文
化串珠成链。依托京西稻田，上庄联拓
重点发展了科普研学、劳动教育、亲子
体验等农旅服务产业，打造了稻作文化
艺术节，2023年收益将突破600万元。

据了解，海淀区京西稻的全部种植
面积约为2000亩，在守住其种植面积与
产量的前提下，也渐渐形成了“御稻原
乡”自然农耕品牌。“未来，我们将在严
格保护耕地的基础上，继续厚植地标产
品与农业文化遗产的双重身份，逐步探

索出农业文化遗产融合乡村旅游、休闲
农业、文化传承的多元动态保护模式。”
海淀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说。

继京西稻作文化系统、平谷四座楼
麻核桃生产系统2015年入选“中国重要
农业文化遗产”后，怀柔板栗栽培系统、
门头沟京白梨栽培系统也在今年成功
入选。越来越多的北京“土特产”不仅
在推动农民增收上作出了贡献，农业文
化遗产的多元价值更为推动农村一二
三产融合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十月，是平谷区金海湖镇茅山后村
佛见喜梨收获的时节。“寒露一过，就开
始准备采摘了，到霜降前后基本结束。
这个时间的梨，口感最好！”茅山后村党
支部书记马小勇说。

佛见喜梨历史悠久，其名源于清朝
末年，当时作为贡品深得慈禧喜爱，因
她忌讳“梨（离）”字，就改名为“佛见
喜”。它是茅山后村的特产，渐渐也成
了村里的“金招牌”。因其特别的营养
价值和口感，价格也是一般梨的 2~3
倍。2016年，“茅山后佛见喜梨”获得
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有了
这个登记保护，佛见喜梨的品牌价值
更高了，村民种植的积极性也更高了。”
马小勇介绍，最直观的体现便是果品礼
盒的优质优价，同款礼盒从100元升值
到180元，让村民的劳动成果有了更高

的价值回馈。
佛见喜梨每年都为茅山后村稳定创

收，如今户均年收入达到15万元左右。
北京农学院牵头的博士农场和科技小院
入驻后，村里建起了30多亩种植示范园，
持续着力提升佛见喜梨的品质。

“现在，已经有好几个年轻人回村
弄梨园了。前两天又有年轻人找我谈
回村发展前景。”马小勇表示，希望更多
年轻人回流，梨园产业活了，村子就有
更多活力和希望。未来，茅山后村计划
实施在梨文化挖掘与保护等方面进行
一系列探索，延伸梨产业链，充分发挥
地理标志农产品的品牌效应，走出一条
“梨”想的乡村致富路。

截至目前，北京市已经拥有北京
鸭、北京油鸡、大兴西瓜、平谷大桃、妙
峰山玫瑰等35种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
每年都为消费者提供着安全、优质、特
色的“土特产”，它们在乡村振兴中的价
值也日益彰显。今年9月，国家地理标
志农产品展示体验馆正式开馆，北京14
个地理标志农产品入驻其中的“北京
馆”后，有了更加广阔的展示舞台。这
些被历史筛选、经口碑传扬的国家地理
标志农产品，不仅承载着浓郁的乡愁和
味蕾的思念，更传承着优秀的农耕文化
和醇厚的京味农韵。

（据《北京日报》）

平谷区农业中关村成为农业科技创新高地
本报讯 周怀宗 现代的智慧农业，

发达的交通网络，美丽的休闲农场，当
新时代的理念和技术和这片古老的热
土融合一体，一个不一样的平谷，正以
全新的发展路径，诠释着“农业高科
技、物流大流量、休闲新时尚”的高大
尚理念。

新征程 农业高地的再出发

平谷拥有深厚的农耕文明积累，
千万年的农耕史，为平谷积累了丰富
的农耕经验，尤其是近几十年中，平谷
种养殖业快速发展，形成了南菜北果
的新格局。

2020年，一个符合现代化大都市的
农业发展之路，在平谷渐渐变得清晰。
同年7月，北京市政府批复《平谷区农业
科技创新及产业提升三年行动计划
（2020—2022年）》，首次提出打造农业
中关村的理念。

农业中关村是一个以服务国家高
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服务北京国际
科技创新建设、服务平谷在乡村振兴和
农业农村现代化方面走在前列为发展
定位的新概念。目标是打造国家级农
业科技创新高地和中国农业走向世界
的前沿窗口。

新模式 实验室里的食物观

京瓦中心是农业中关村的核心引
擎，也是农业中关村建设的起步之地。
“京”代表北京，“瓦”代表荷兰瓦赫宁根
大学。之所以称为京瓦中心，不仅是因
为这里最初引进了众多毕业于瓦赫宁
根大学的人才，更是因为这里借鉴了瓦
赫宁根大学“农业金三角”的模式，即将
科院机构、企业、政府放在同一平台，融

合三方力量，共同找到农业发展的新方
向，构建科技创新的新生态。

建立以来，京瓦中心吸引了众多高
科技人才在这里创业。平谷区农业中
关村管委会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在
京瓦中心已经有16家新型研发机构入
驻，多个食物领域的头部企业聚集，在
大食物观理念的变革中，展现着自己的
力量。

新成果 种业突围的自强路

在平谷，禽业是传统的优势产业，
数十年发展的历程中，平谷的禽业，在
全国禽肉、禽蛋市场中，占据着举足轻
重的地位。

平谷的禽业中，蛋鸡是最重要的一
环，位于平谷峪口镇兴隆庄村的峪口禽
业，是世界三大家禽育种公司之一。该
公司培育的“京”系列蛋鸡，国内市场占
有率已达50%以上。

2022年，峪口禽业、中国农业大学、
思玛特（北京）食品有限公司三家单位
联合培育的快大型白羽肉鸡配套系“沃
德18”，成为我国第一批通过审定的快
大型白羽肉鸡配套系之一，至此，白羽
肉鸡产业的命脉真正掌握在了中国人
自己手中。白羽肉鸡的品种育成，是平
谷农业中关村建设中的成就之一，也是
北京种业之都建设中的里程碑式成就。

新农人 走出大学的农学生

在平谷区农业农村局，迂莹莹是一
位年轻的农业科技干部，她服务于平谷
一个特殊的农业项目——博士农场。

博士农场项目启动于2022年4月，
是农业中关村实施“金三角”模式的重
要举措之一。这是一个政府搭台，吸引
农业高科技人才入驻创业的新措施。

平谷区为高科技人才提供可选择、
能落地的基础场地保障，还制定了多项
优惠政策，围绕引进落户、住房保障等
方面，发布了“平谷人才十条”，汇编形成
“博士农场”招商政策。

平谷是农业科研的沃土，多年以
来，和众多科研院校、机构合作，大量农
业科研单位落户平谷。在未来，更多高
科技人才将汇聚这里，成为平谷科创事
业发展的坚实基础。

新产品 技术输出的原产地

京瓦中心拥有众多的示范园，兼具
着多种现代农业功能，比如科研、人才
培养等，同时，这里还是现代农业技术
和成果的输出地。

2021年10月，农业农村部与北京市
人民政府高规格签署《共同打造中国?
平谷农业中关村合作框架协议》，使农
业中关村建设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与
此同时，北京市也对农业中关村的建设
给予了更多支持，将农业中关村纳入北
京市重点产业发展功能区和北京“两
区”建设重点产业园区。

“立足北京，放眼全国，影响世界”，
或许这正是农业中关村的真正内涵，一
个农业科技创新的基地，一个科创成果
转化的平台，一个改变农业生产模式的
缘起之地。

本报讯 金秋十月逢盛会，四海宾朋
聚井庄。值此井庄镇柳沟村火盆锅?豆
腐宴起步发展二十周年之际，近期，以
“二十周年‘柳’下美好，乡村振兴‘井’色
无限”为主题的2023延庆区井庄镇金秋
丰收美食季活动在井庄镇正式启动。整
个丰收美食季将一直持续至十二月底。

一首本土原创音乐剧《豆腐歌》，拉
开了本次活动的帷幕。活动现场，歌舞
《振兴乡村唱起来》表达了每一位井庄
人的昂扬斗志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
憬。此外，现场还播放了柳沟村二十年
宣传片《柳“宴”二十载，“沟”画新未
来》，吸引了长期关注和支持柳沟村发
展的专家学者、游客以及返乡创业者等
众多代表，讲述了亲身经历的柳沟故
事。当天，井庄镇政府向为柳沟发展做
出贡献的典型人物颁发了“柳沟新乡
贤”荣誉称号，并举行了“乡村奥莱”文
旅项目签约仪式，同时，发布了十大活
动和十条精品旅游线路。

伴随着《井庄的朋友来相会》的美妙
歌声，活动落下帷幕并向广大市民发出
邀约，老照片、老故事征集和小小长城保
护员等，以及十条精彩体验线路，包括美
食、亲子、户外运动等，邀请广大市民和
游客共赴井庄金秋丰收美食季“十全十
美”之约。

活动现场设置了火盆锅豆腐宴展示
区、井庄特色美食体验区、非遗文化体验
区和井庄丰物展卖区。徽式融合菜火盆
锅、里家一人食火盆锅等二十桌各具特
色的“火盆锅?豆腐宴”向游客们展示了
柳沟村二十年来的创新与发展。

此外，酱货烧鸭、富硒烤串等近百道
特色小吃彰显井庄“美食小镇”丰厚底
蕴。紫皮土豆、栖柳园蜜薯等数十种本
镇土特产品尽显井庄丰收美景，让游客
们尽情享受着舌尖上的饕餮盛宴。旱船
拼插、磨豆腐、兔儿爷制作等非遗文化体
验则让市民零距离体验非遗，领略井庄
传统文化的艺术魅力。

据悉，井庄镇柳沟村的火盆锅豆腐
宴起步于2003年10月，已经走过了20年
的历程，仍然受到广大群众喜爱。凭借
一口咸香的老味道香飘京城，截至2022
年底，柳沟村累计旅游接待游客已突破
1000万人次，旅游收入超过5亿元，每年
为村集体增收超过百万元，带动周边近
千名村民就业，村民人均收入由2003年
的不足3千元增长至2.7万元，增长近十
倍，这条因地制宜而生的独具柳沟特色
的乡村振兴之路，使其成为了京郊远近
闻名的民俗旅游村，被誉为乡村旅游的
“柳沟奇迹”。

近年来，柳沟村加快了产业转型升
级，积极推进品牌民宿建设，培育了供销
社小馆、里家等10余家升级版火盆锅，开
发了豆腐拿铁、豆腐礼盒等四大系列30
余种的井庄礼物，推出豆腐制作、沉浸式
角色扮演、旱船教学、稻田抓蟹等多种深
度体验项目，全方位丰富了柳沟村乡村
旅游产业链产品，使其成为京郊旅游的
热门目的地。

井庄镇将在以柳沟为基础的产业转
型升级2.0版本上，实施“乡村奥莱”整体
项目，不断提升柳沟村乡村旅游品质、巩
固柳沟美食品牌地位、丰富产品体系，促
进柳沟村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延庆
区在北京市乡村旅游提质升级行动中发
挥示范引领作用。

（据《延庆报》）

地标产品扬名 京味农韵醇厚 二十周年“柳”下美好
乡村振兴“井”色无限

北寨红杏、佛见喜梨、平
谷大桃……当时间进入二十
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北京平
谷，这片坐落于燕山脚下的土
地上，如今又有的新的名片
——农业中关村。

延庆区井庄镇金秋丰收美食季活动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