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州区坚定不移地推进人才强农
战略，高度重视农业农村人才工作，依
托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以及资源优势，
引进农业新品种和新技术，培养新型职
业农民、乡村实用人才和科技人才，构
建农业农村领域人才发展新格局。

技术引进和人才引育方面，依托
区农业农村局美丽乡村样板村项目，
打造科技小院标杆，持续发挥引领示
范作用。依托高等院校、科研院所，
以及资源优势，持续引进新品种、新
技术，支持加快布局涉农、涉种领域
技术开发，推进农业新品种、新技术、
新 模 式 的 研 究 示 范 推 广 。 其 中
2022—2023年科研储备项目征集共
收到农业领域申报科研项目12项，已
立项支持中网动力、中农富通2家企
业的2个项目。

扎实推进农民培育工作，实用人
才培训方面，与市农广校合作成功举
办了通州区中、高级农村实用人才培
训，培训班两期共培训骨干100人；扎
实推进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通过集
中授课、观摩、现场指导等方式，完成
了800人次的农民培训工作。

（田兆玉 陈金梦）

城市副中心多措并举助农增收
今年以来，通州区多点发力持续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各项惠农增收政策落地

生效，在大力发展林下经济、推进乡村旅游业发展、加强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持续开展技能培训、发展
壮大集体经济等方面措施的共同加持下，上半年全区农村居民增收成效明显。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区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297元，同比增长8.3%，高于全市0.8个百分点，增速位居全市首位。

林下开出“致富花”

通州区持续发展壮大农业产业，有
效拓宽群众致富增收渠道。上半年全
区一产实现面积、产量双增加。夏粮播
种面积77019.5亩，播种面积比上年增
加57015亩，同比增长285.0%。播种面
积同比大幅增长带动了夏粮产量同步
增长，今年全区夏粮产量27546.2吨，比
上年增加20533.4吨，增长292.8%。

全区林下经济发展总面积达到
5503.4亩，发展模式包括林花、林药、林
游、林菜、林苗、林草等，以林花、林药、
林游模式为主。其中于家务集体林场
林下经济作物种类已超40种，发展面
积达1600亩，包括土豆、洋葱、大蒜、茄
子、黄豆及黄精等林下经济作物；潞城
集体林场在药艺公园种植芍药200亩；
漷县集体林场累计发展林下经济2520
亩，运河牡丹园面积约565亩，森林文
化科普教育基地面积235亩，林下种植
中药材共计180余亩，种植其他林下作
物1500余亩；马驹桥集体林场开展露
营基地项目600亩；永乐店集体林场开
展面积200亩黄精和芍药的林下种植；
西集集体林场林蔬试验田60亩，林花
种植鸢尾、松果菊、波斯菊、大花萱草
等植物共计300亩。

销售创新保增收

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企业搭
台、农民受益，创新产销模式，依托农
产品节庆活动、推介会、直播带货及新
媒体宣传的方式，加大对主要农产品
的生产、投放、调配的产销对接服务力
度，畅通农产品销售渠道。

在通州区西集镇聚隆农业联合社
举行以“樱”雄辈出、“遗”脉相承为主
题的第十八届樱桃文化节，收集各企业
的采购意向并加快内部对接流程，对接
区内盒马、物美、永辉、叮咚买菜等七家
重点商超、电商平台召开西集镇樱桃销
售洽谈会，畅通樱桃销售渠道。

开展通州优农大篷车进社区活
动，举办通州区家庭农场产品推介会
等多项活动，依托城市副中心广大市
场，通过“政企合作”“村企合作”方式，
探索“手拉手”“点对点”营销模式，建
立稳定畅销渠道，促进农民持续增
收。仅家庭农场网络直播推介会，直
播热度达到64.2万，高居当天抖音全
网直播热度榜第16位，现场销售额超
过12万元。另有9家企业与家庭农场
经营者达成了长期供货协议，合计金
额超过了50万元。新媒体宣传已经成
为“三农”发展的强大力量。

职业农民有了培训班

首都食品安全区县动态08 2023年11月17日 星期五
E-mail：tougao_cfs365@126.com

责编：王加敏 版式：陈思宇

本报讯 王震华 北京鸭、北京油鸡、
京西稻、茅山后佛见喜梨、延怀河谷葡
萄等35个地理标志农产品，大兴西瓜、
怀柔板栗、平谷大桃、妫水农耕等10个
区域公用品牌，三元、顺鑫控股、密农人
家等108个企业品牌，“卓宸”“绿火”“御
食园”等62个产品品牌……近日，第二
十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上，北京
展团携53家优秀企业、300余种品牌农
产品闪亮登场，很好地展示了北京农
业品牌的建设成果。

据悉，本届农交会由农业农村部
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地点在
山东青岛中铁青岛世界博览城。北京
展团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我们以‘奋
进新征程，强农促振兴’为主题，通过
‘北京优农’品牌形象展区和北京市地
标农品展区，充分展示北京市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加快率先基本实现农业
农村现代化取得的成就，促进北京优
质农产品走向全国，提升北京农业品
牌影响力，宣传北京市农业农村发展
新成果。”

“北京优农”品牌形象展区总面积
609平方米，采取“1+4”的规划布局，即
1个综合展示区，4个特色功能区，包括
品牌农产品展区、种业振兴展区、智慧
农业展区以及休闲农业展区。

在北京展团的品牌农产品展区，
现场炙烤的北京鸭迅速成为了本届农
交会的最大亮点之一。北京展团为了
将地道的北京烤鸭呈现给大家，特意
从京城邀请了具有20年烤鸭经验的老
师傅，现场展现烤炉烤炙的七道工

艺。“原来这才是北京的正宗烤鸭啊！
太好吃了！”现场品尝的观众都赞不绝
口。作为北京美食的代表，北京烤鸭
之所以能表皮酥脆、肉质细腻、入口即
化，一大半要归功于良种选育。现场
工作人员介绍说：“北京鸭是白羽肉
鸭，是北京烤鸭最为正宗的原料鸭种，
经过多年的品牌培育，生长过程建立
了全程规范化、标准化的生产技术体
系。2017年，北京鸭荣获了国家地理
标志农产品登记，2020年入列中欧地
理标志互认清单。为了提升北京鸭的
品牌影响力，北京市于2022年启动了
北京鸭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工程，有
力支撑和保护了中华民族优秀农耕文
化北京烤鸭的品牌价值、美誉度和好
口碑。”

除北京鸭外，北京市地标农品展区
也是吸引了大量观众，这里展示了北京
油鸡蛋、京西稻、泗家水红头香椿酱、上
方山香椿酱、庞各庄金把黄鸭梨、茅山
后佛见喜梨、延怀河谷葡萄等“京字号”
优质农产品。“这几种产品来头可都不
小啊！就说这茅山后佛见喜梨，当年可
是皇家贡品！”听工作人员这么介绍，有
现场观众迫不及待地品尝。

北京展团不只带来了“京”品，还
带来了“农”味。在品牌农产品展区，
琳琅满目的蔬果、食品摆满了展台，现
切的“老宋瓜王”的小甜瓜香甜欲滴，
“绿野地”的新品种葡萄饱满丰盈，刚
刚炖好的“优帝鸽业”的鸽汤浓香四
溢，果香、菜香、鸽子香，引得在场观众
纷纷围观、咨询品鉴。

北京300余种品牌农产品亮相农交会

朝阳区发布“乡遇
朝阳”特色农游线路

本报讯 近日，北京市首个“无人农场”应
用场景示范基地在昌平区阳坊镇金太阳农场
揭牌。目前，该农场总面积40余亩，通过“农
机—农艺—智能”的深度融合，实现了覆盖整
地、起垄、移栽、水肥、植保、收获等环节的全
流程无人化作业，85%以上都实现了数字化自
主管理，节约人工成本8.2万余元。

据悉，为积极探索智慧农业、数字农业科
技成果转化落地新路径，昌平区科学技术委
员会、昌平区阳坊镇、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三方
团队通力合作，于2022年共同建设了北京市
首个生产型蔬菜“无人农场”。今年，昌平区
科委把加强农业科技技术的推广和示范应
用，作为2023年度的一项重点工作，重点推
进“露地蔬菜无人农场技术的应用示范”数字
应用场景项目建设，建设了“无人农场”应用
场景示范基地，引导科技要素和现代生产经
营要素向农业生产一线集聚，为该区现代农
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与示范引领。

今年，蔬菜全程无人化平台首次在该农
场亮相。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信息技术研究中
心研究员吴华瑞介绍，这一平台整体作业轨
迹精度可控制在厘米级，人力投入总成本大
幅降低。同时，围绕平台可以构建出各种各
样机型和机具适配的解决方案，既减少了体
积和空间，也进一步降低了农机的制造成
本。此外，农场还将探索“无人农场”与乡村
旅游、中小学社会大课堂相结合，通过“无人
农场”现场培训，提高大众对智慧型现代农业
的认知度。

据悉，下一步，在满足农业生产的基础
上，昌平区将努力为“无人农场”的大规模应
用做好技术储备、市场准备和人才储备，争取
早日实现数字农业领域突破性进展，为农业
领域及上下游产业链带来新增长点。

（据《农民日报》）

本报讯 乡村旅游是助力乡村振兴的重
要途径。今年，朝阳农村发布了“乡遇朝阳”
2023年朝阳区农游推介指南，在农村地区19
个乡、140个农游点位基础上，通过农旅融合
形成2条“农旅融合精品游线”，即依托朝阳
区圣露庄园、蟹岛、蓝调庄园、中农春雨等休
闲农庄，以及老北京特色民俗文化旅游村高碑
店、中国农业博物馆等，串点成线共同打造农
旅融合精品游线；依托朝阳区绿道建设，以温
榆河公园云上梯田、城市生态农业景观、金盏
麦田画大田种植景观等为主要节点，结合油菜
花等大田种植景观打造都市田园景观游线。

同时，发布了回望历史记忆、体验炫酷潮
玩、尝试新鲜体验、潮流网红打卡、一览自然
风光、边玩边学科普、文化创意探索、沉浸都
市农庄、鉴赏潮流艺术、悠闲趣味畅享10条
“乡遇朝阳”特色旅游线路。

“近年来，我们以高质量农业理念打造都
市现代农园，持续拓展都市农业生态涵养、休
闲观光、文化传承等多种功能和农游消费场
景，打造农旅融合精品线路，让人们即使身处
高楼林立的国际化都市，也能领略沃野千里
的数字田园。”朝阳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

“乡遇朝阳”通过盘活朝阳农游资源，
推出了具有朝阳特色的时尚、潮流农游场
景，打造农业IP，推广特色农游产品，发挥品
牌聚集效应，为促进都市农业蓬勃发展注入
文旅新元素、融入文旅新业态，实现增收创
效，擦亮农村地区新名片，农业、农村、农游、
农趣，正以独特形式在朝阳绵延开来、焕发
勃勃生机。 （朝阳农业农村局）

昌平区“无人农场”
应用场景示范基地建成

第二十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