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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李娜 袁文勇“咱们自己地里
产的大米，吃起来跟外边儿买的就是不一
样，清甜清甜的，又软糯又筋道，我们真是
有口福了。”日前，丰台区王佐镇怪村村民
刘曼吃上了村委会分发的在村集体农田
里丰收的优质大米。虽然以前也种过地，
但是在自家地里种稻子、吃自家产的大米
对于刘曼来说还真是平生头一回，这种体
验让刘曼感到既新鲜又对未来村集体产
业发展有了新期待。

王佐镇怪村党总支书记刘建军介绍，
今年共试种粳稻50亩，稻种来自国家粳稻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有天隆优717等5个
优质品种，采用旱地直播技术，今年5月26
日种了第一批，6月1、2日种了第二批，10
月23—25日收割，全部试种成功，产出的
稻米都分给了怪村村民，丰富了村民的餐
桌。“因为部分地块有树荫遮挡、缺乏经验
等因素，今年的产量不是很高，但是能种
植成功我们就很欣喜了，明年村集体会总
结今年的经验教训，继续扩大种植面积，
逐步把优质粳稻种植变成村集体的特色
产业。”刘建军说。

王佐镇怪村是目前丰台区种植面积
最大的粳稻旱地直播试种地块。近年来，
丰台区着力开展以粳稻种业为核心的北
京优质稻全产业链推广工作，其中优质稻
种天隆优619、717是核心产品。据了解，
该品种系列是国家粳稻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历时八年精心培育的长粒香型优质粳
稻品种，也是全国唯一连续三届荣获农业
农村部“国家优质稻品种食味品质鉴评金
奖”的粳稻品种。今年10月17日在国家
级农作物品种展示评价基地（丰台）对旱
直播粳稻进行实割测产，天隆优717平均
亩产稻谷577公斤，获得了大丰收。

经专家测试，该米粒晶莹剔透，香甜
弹润，回味甘甜，凉饭口感更好。试验证
明，该品种是可在北京地区推广应用的粳
稻品种，轻简高效的种植技术可以实现粳
稻在北京的节水栽培，该品种的成功种植
及轻简高效配套技术的应用是粳稻选种、
栽培史上重大突破，对推动优质优价、实
现农民增收和保障北京市民品尝优质稻
米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天隆优619已在丰台区多个地块
广泛试种，除了王佐镇怪村，还有南苑街道
的南苑村均已试种成功。同时，还将这一
优良品种输出至丰台区的对口帮扶地区—
内蒙古自治区扎赉特旗进行试验示范。

其实，北京市稻作历史悠久，从东汉时
期至今已约两千年历史，高峰时期种植面
积曾达近百万亩，对北京市口粮安全作出
了重要贡献。

为推动北京优质稻全产业链发展，在
丰台区农业农村局的指导下，丰台花乡实
业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北京花乡农科进出
口有限公司与国家粳稻中心开展战略合
作，在北京、天津、河北、海南开展北京稻
育繁种、推广工作，打造“花香御稻”“南苑
稻”北京优质稻米品牌。通过“种源可控、
科学种植、适度加工、标准化生产”三品一
标全产业链闭环，全程溯源，打造高品质
优质大米。自2023年投入市场以来，“花
香御稻”各渠道销售已达25吨。

丰台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未来，丰台区将继续传承御稻种植历史，深
化与中国农科院、国家粳稻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战略合作，积极做好企业服务，推动
“花香御稻”“南苑稻”在北京适宜地区推广
种植，助力优质稻米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为保障市民优质口粮安全作出贡献。

强化农业科技研发
培育粳稻新品种

本报讯 芦晓春 今年，北京市顺义
区顺利认定为“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
区”。作为首都都市型现代农业的排头
兵，顺义区认真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加
快探索农业绿色发展路径模式，推动绿
色农业供应链韧性不断提升，全力推进
绿色生态农业高质量发展，为加快乡村
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贡献顺义智慧和
方案。

为色农业发展，顺义区创新政策支
撑体系和人才服务机制，与中国农科
院、北京农学院等园所开展深度合作，
从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等方面编制了系
列政策与制度。出台了《顺义区农业绿
色发展先行先试支撑体系建设方案
（2020—2022年）》，累计投入300余万元
启动农业绿色发展长期固定观测试验

站建设，为全区农业绿色发展提供决策
依据。

做大做强特色绿色农业是推动乡
村振兴的应有之义。近年来，顺义区因
地制宜创新农业发展模式，有效拓宽农
民增收致富渠道。在龙湾屯镇的集体
林场，林下散养的油鸡肉质饱满，受到
市场欢迎。目前，林场共养殖油鸡3500
余只，产值60余万元。龙湾屯镇还依托
“林场+合作社+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
集体林场、农场与25家专业合作社协同
发展，辐射带动300余户农民，不断扩大
油鸡、赤松茸、灵芝等林下种养规模，并
通过智能监控探索“云种养”智慧农业，
提高农业产业链综合效益。

在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方面，顺
义区积极探索农业废弃物利用新途

径，在全市率先构建“镇村设立尾菜回
收点+生产主体分拣堆放+本地有机肥
企业储运加工再利用”体系，形成绿色
农业链完整闭环。通过“收集—贮存
—清运—还田”农业废弃物协同处理，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粪污资源化合理利
用，秸秆、尾菜实现多途径全覆盖循环
利用。

据悉，2022年，顺义区全区农林牧
副渔总产值44亿元，位居北京市第一。
2023年，顺义区进入“国家现代农业产
业园”创建名单。如今，顺义区已成为
北京市绿色农业发展的旗帜和标杆。
未来，顺义区将积极探索全域绿色生产
和种养循环试点，扎实打造绿色生态农
业顺义模式，推动农业全链条各环节上
的绿色转型。

顺义区推进绿色生态农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田兆玉冬季的北方，大地一
片苍茫。副中心农场的生态大棚里，却
是一幅春日满园的丰收景象。

围绕农产品质量安全，通州区遴选
出14家规模较大、基础较好的生产主体，
实施“一园一策”，围绕“生产园区品牌塑
造、农安宣传标准化提升、生产环境整治
优化”三个方面，推动农业产业与农产品
质量安全融合发展。同时，围绕特色产
业功能，“一园一策”项目还塑造生产园
区个性化主题，以点带面，逐步打造“通
州优农”品牌影响力。

通过区农业农村局“一园一策”项
目，14家农场实现了质的提升，或园区
环境改变、或主题内容丰富、或种植技
术升级，为北京市及津冀两地市民提供
更多休闲选择。

果蔬培育全程智能化
走在位于张家湾镇的吸引力智慧

农场，新型柔性温室大棚内，红彤彤的
草莓迎来了采摘期。高架无土栽培的
草莓生长全过程均为绿色有机，它们静
静躺在科技范儿十足的温室内，无论是
喝水、晒太阳，还是通风换气都实现智
能化。“采用智能化设备有效提高了空
间利用率，既可以提高草莓产量，又能
方便园区工人师傅们管理，节省人工成
本，同时，让游客不用弯腰、踩泥，让采
摘更方便。”农场负责人张宏元介绍道。

这座智慧农场大棚的建设中藏着
满满的黑科技，大棚采用的是温室手机
控制放风技术，通过智能放风器调节室
内外温度、湿度等参数指标，让草莓的
生长环境更舒适。同时安装了温室臭
氧杀菌器，不用打药就能消灭病虫害。

今年，在“一园一策”项目支持下，老
张和他的团队打造了以番茄为主题的园
区，八个温室7200平方米共种植了十余
个品种，包括黄色的樱桃番茄、红色的口
感番茄，以及带花纹、带绿肩的特色番
茄，好吃又好玩。目前这些番茄已经进
入采摘期，预计可以持续至明年六月。

“评价番茄是否好吃有三个指标，
分别为酸甜度、酸甜比例、风味，受欢迎
的番茄能够吃出小时候的味道，寻回番
茄应有的甜香风味。”该农场种植的全
部为口感番茄，均为中小果型，单果重
大约在75到100克。为了提高番茄的
品质，农场在番茄生长过程中严格控制
水肥。“不让番茄盲目长大个儿，而是提
高品质，番茄的甜度可以提高到15%左

右。”张宏元说，虽然这样会导致番茄的
产量降低，但他们想做的就是优质好吃
的高品质果蔬。

打造农业领域“新通州八景”
碧绿的小麦地上，憨态可爱的稻草

人，隆隆作响的拖拉机，远远望去，颇有
“平野孤峰”的意境。“我们想利用农业
的不同时态，打造农业领域的‘新通州
八景’。”公司相关负责人张新表示。

今年，北京市首批39家生产主体被
授予“北京市生态农场”称号，位于城市
副中心的郑佳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荣登榜
单。这里毗邻大运河森林公园，占地面
积近600亩，拥有独特的日式园林设计和
管理模式，是通州区最早获得大樱桃国
家地理标志的有机示范园之一。

今年，在区农业农村局“一园一策”
项目的帮助和支持下，他们又提出了
利用四季不同时节的农业场景，打造
农业中的“新通州八景”。“我们想在宣
传通州传统文化和历史知识的基础
上，让前来参与研学的学生在农事体
验的同时，更多了解通州的历史文化
及运河文化。”张新介绍道，比如农场
采用双地膜控温加上两茬套种技术，
实现了露地大田中一次播种，两季收获
的梦想。每当初春的阳光照在郑佳百
亩瓜田上，整齐排列的成百上千排瓜
垄，每垄长200米，恰如运河上消失已久
的“万舟骈集”之景再现通州大地，让市
民流连忘返。

位于西集镇任辛庄的东方紫园农业
专业合作社是一家以种植紫色农作物的
农民合作社。这里也利用果蔬，为市民们
营造了“紫色庄园”的独特景致。“我们整

个合作社占地91亩，种植了包含紫油菜、
紫菠菜、紫花生、紫土豆等紫色系列果蔬
及农产品。”合作社相关负责人杨帆表示。

爆甜胡萝卜成功出圈
“那家农场我知道，他们种的胡萝

卜特别甜。”今年，种出爆甜胡萝卜的宋
庄集体农场成功“出圈”。

宋庄集体农场占地面积约 1300
亩。农场总经理刘毅介绍，胡萝卜适合
冬春大棚、早春、越冬茬口种植，生长期
在120天左右，且持续采收期长。该农场
里种植的胡萝卜表皮光亮，呈现橘红色
或者紫色，心柱小，粗纤维少，整齐度高，
韧性好。“我们希望用优质农产品留住消
费者，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合作，引进了水
果型胡萝卜以及鲜榨胡萝卜汁，目前已
累计种植100亩，亩产约为5000斤，第二
茬胡萝卜已于本月中旬采收完毕。”

为了更好地服务副中心市民，农场
还在宋庄镇徐辛庄村开通“宋庄农产品
直通车”超市，专门销售农场当日现摘
的新鲜蔬菜，像水果型胡萝卜、菜花、芹
菜、圆白菜、鲜银耳，还有鲜榨胡萝卜
汁、芹菜汁等都很受消费者欢迎。

今年，在“一园一策”项目的支持
下，农场在宋庄镇双埠头村建设了胡萝
卜主题园区，占地约211亩。按照功能
划分为“没心没肺的胡萝卜”种植区、玉
米迷宫、趣味菜园、小鱼池、林下营地、
戏水区、集中休闲区等，胡萝卜造型的
主题景观、拍照打卡点以及可以互动玩
耍的游戏空间都让游客玩得尽兴。农
场负责人表示，他们将致力于打造集胡
萝卜生产、加工、销售以及休闲娱乐为
一体的现代农业示范基地。

通州区“一园一策”助力农场提质升级

丰台区打造优质稻米产业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