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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温婧 北京延庆八达岭镇，
道路两旁红彤彤的苹果挂满枝头，里
炮村几千亩苹果绘就迷人的丰收之
美。在距离不远的旧县镇绿富隆数
字化果蔬种植基地，科研人员正在
智慧大屏前查看大棚内番茄秧苗长
势，借助中国电信信息化技术和数字
化应用，延庆现代农业种植尽显“科技
范儿”。

走进种植装备齐全、“科技范儿”
十足的番茄大棚，看到一排排番茄长
势喜人，隐藏在番茄丛中的仪器引起
大家的好奇。北京电信延庆区分公
司副总经理徐勇介绍，“这些设备内
装有电信的物联网卡，通过运用云计
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手段，实
现对大棚温湿度、视频监控、病虫害
防治监测等数据的收集、建模分析，
为种植户提供更科学、合理、精准的
种植建议。”

“登录智慧农业云平台电脑端或
手机App，可以随时查看大棚内果蔬生
长状况，大棚内的物联网气象站可以
采集环境信息。此外，一些设备还能
帮番茄浇水、施肥、调控环境温湿度，
科技进步使种地这种事儿越来越科学

和简单。”绿富隆公司博士后科研工作
站张锦博士继续说道。

早在2022年9月，北京电信就基
于天翼云3.0平台，为绿富隆公司部署
搭建了“妫水农耕”智慧农业平台，推
动蔬菜、花卉、水果、豆类等种植“数字
化、智能化”。

打通农业生产“高速路”，不是只
跑“自家车”。如今，搭载上中国电信
云平台的气象、空气、土壤物联网设
备，辅以天翼云眼的远程AI视频赋能,
以及水肥一体化应用助力，绿富隆实
现了农业生产标准化、机械化和智能
化。基于电信云平台的数字生产模
型，不仅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还创新打
造特色农产品标准作业模型，未来更
可以将成功的种植经验，快速复制到
更多农场。传统农业驶上“数字高速
路”，处处充满“科技范儿”。

不仅如此，聚焦盆景园艺特色产
业，里炮村已经完成苹果的“种、储、
销”全产业链建设。为加快果品品牌
建设和产业转型升级，当地农户通过
“天翼云眼”AI对果树进行智能监测，
农户们可借助手机等智能终端，将大
棚内果树盆景实时状况尽收眼底。苹

果、海棠等盆景园艺的发展延长了当
地农产品产业链，从而带动农民共同
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依托5G、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
术，北京电信在八达岭镇多地建设‘天
翼云眼’AI摄像头和‘天翼云播’系统，
将动态数据接入‘数字乡村云平台’。”
徐勇介绍道。像里炮村这样乡村，北
京电信还根据其需求在果园、大棚等
地布放智能设备，既可以让村里随时
了解果树长势，还可以帮助乡村进行
特色宣传。

在北京延庆八达岭镇里炮村，村
委会工作人员正通过“数字乡村云平
台”查看村内道路、果园、河道等区域
的实时状况，借助一张大屏便能实现
道路监控、果园管理、村务宣传等全
覆盖，推动乡村治理数字化和便民服
务智能化。

目前，北京电信已完成八达岭镇
15个行政村的高速网络覆盖，为八达
岭镇16个村装上了“数字乡村云平
台”，以信息化手段助力农业农村数字
化进程按下“加速键”。北京电信在乡
村振兴工作上持续发力，助力当地政
府推进数字化乡村治理。

房山区举办农技科普文化节活动
本报讯 芦晓春 近日，以“讲好农

村科技小故事 赋能乡村振兴大文章”
为主题的房山2023农技科普文化节活
动，在北京市房山区张坊镇“中国美丽
休闲乡村”大峪沟村举办。本次活动
由房山区科协、张坊镇人民政府主办，
房山区农技协承办。

启动仪式上，房山区委副书记、政
法委书记暴剑出席活动并致辞。他表
示，我们要认真学习总书记关于发展农
业科技的重要论述，把农业科技创新作
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近年来，房山
区持续推进都市型现代农业建设，产业
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日趋完善，农
民收入快速增长，乡村振兴取得显著成
绩。区科协充分发挥系统资源优势，为
科技工作者搭建起参与乡村振兴事业
发展的“桥梁”和“平台”，聚合各类专
家、学者为区内乡村振兴工作难点“把
脉问诊、开方拿药”，切实帮助解决了一
些农业技术方面的难题，推进科技赋能

乡村振兴工作落地见效，助力“六大房
山”建设。

启动仪式上，中国科普研究所领
导和北京市农业农村局领导分别讲
话，强调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是实现
乡村发展的重要手段，本次活动形式
新颖生动，通过讲好农村科技小故事，
开展农技科普体验活动，有效普及了
农科知识，为提高农民科学素质、促进
实现科普惠农做出了有益实践。

活动中，房山区农技协分别与中国
农技协、北京农技协、北京农业职业学
院、北京农学会等10家单位签订了《科
技助力乡村振兴合作协议》。下一步，
双方将在技术支持、人才培养、信息共
享、成果转化与应用上开展深度合作，
集成优秀科技科普资源落地房山，为农
业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搭建科
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

启动仪式还包括颁发证书和赠画
授牌仪式，穿插表演了科普短剧《蘑菇

大王养成记》，讲述了房山区农技人才
朱启沿的成长故事。启动仪式最后，歌
手们演唱了《科技工作者之歌》，用歌声
表达了对广大农技工作者们的崇敬。

在启动仪式结束后，活动参加人
员共同步行到分会场活动区，参与体
验特色活动，活动现场气氛热烈，互动
体验积极有趣。主要包括：农技科普
体验活动，由房山区农广校和北京农
职院老师现场讲解，带领观众动手体
验；优质农产品及科技成果展示，由房
山、延庆、怀柔、大兴和天津津南、河北
威县、陕西延川等地24家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带头人到会开展产品展销，推
介地域特色优质农产品；科技赋能乡
村振兴学术研讨会，组织中央党校、中
国人民大学等单位专家学者共同研讨
乡村振兴新理念新经验；农民休闲体
育活动，组织踢毽子、农民秧歌队、农
民武术、农民太平鼓等活动，展现新农
村美好人文风貌。

本报讯 近日，首届“大美非遗 和合天下”
北京国际非遗周在全国农业展览馆开幕，近
40个国家和地区的传统手工艺、饮食、舞蹈等
多项非遗传统项目亮相展览馆，展览展示了
3000余件世界各地的非遗作品。中国展区汇
集了来自全国18个省（区）的非遗代表性项
目，其中，怀柔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北京
果脯传统制作技艺”参加了展览展示，与来自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非遗项目共同交流，充分展
示了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魅力。

北京果脯又称“京味果脯”，其传统制作
技艺历经北方果脯制作上千年的演化与发
展。其做工细腻、技艺独特，是北京宫廷与
民间食文化有机融合形成的、独具北京特色
的地域特产。

1958年在供销社统管下，根据“原产地建
厂”的思想，在怀柔建立北京市果脯厂分厂制
作果脯、果干，后更名为“北京市果脯厂”，成为
“北京果脯”制作的唯一正宗传承企业，2006
年更名为“北京红螺食品有限公司”。2015
年，“北京果脯传统制作技艺”被列入北京市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22年，
以果脯蜜饯传统制作（北京果脯传统制作技
艺）为名列入国家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此次首届北京国际非遗周的举办在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展现非遗技艺的同时，加
强了对北京地域特色的宣传推广力度，向全世
界递出一张怀柔非遗文化的“金名片”。

（怀柔官方发布）

怀柔果脯非遗技艺
亮相北京国际非遗周

本报讯 田兆玉 金秋时节，通州区丰收的
菜篮里多了许多“尖儿货”，其中就有来自科技
小院的农产品，于家务的榆黄菇、永乐店的水
果萝卜、漷县的紫白菜……为北京市民餐桌增
添了不少新鲜味儿。

湛蓝的天空下，漷县镇军屯村的“童心农
趣”共享农场里，除了绿油油的大白菜外，还有
如花朵般绽放的紫白菜，格外引人注目。路过
的人们经常会忍不住驻足观看，好奇询问。管
理农场的高师傅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紫
玉翡翠”。“今年，我们依托科技小院平台，在北
京市农林科学院专家团队的指导下，试验种植
了3亩紫白菜，预计净菜产量将达到1.5万斤
左右。”村第一书记韩德芳介绍。

三年前，城市副中心第一家科技小院在于
家务乡富各庄村诞生，此后陆续走进漷县镇军
屯村、永乐店镇西槐庄村、于家务乡果村、西集
镇耿楼村。如今已建成的5家科技小院，在脱
贫攻坚、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充
分发挥自身优势，提供技术支撑，在广袤的土
地上撰写出一篇篇生动珍贵的实践论文。

“西槐庄萝卜开卖喽！”从明清时期起，永
乐店镇西槐庄村就有种植萝卜的传统，这里的
萝卜深受北京市民的喜爱。这两天，又到了出
萝卜的日子，村里的微信公号上和微店里早早
就上了架，等待着全国各地群众的购买。

今年，西槐庄科技小院的研究生通过大量
的市场品种对比与遴选，在村里大面积推广种
植了33亩冰淇淋萝卜，还试种了3亩新品种紫
秀。眼下，露天种植的萝卜已经可以采摘售卖
了，11月初大棚萝卜也将成熟采摘。

相隔不远的于家务乡富各庄村里，大棚
里的榆黄菇也露出了金灿灿的帽子，正是采
收的好时节。科技小院的成立，让科研人员
提供“零距离、零门槛、零费用、零时差”科技
指导和技术示范，持续提升村内食用菌种植
技术水平，发展壮大村庄集体经济，走出了
一条生态、经济双丰收的道路。其产品更是
得到了市场和广大消费者的认可和喜爱。

通州区金秋“菜篮子”
“尖儿货”鲜味儿十足

延庆区农业发展驶上“数字高速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