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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穆家峪镇极星农业科技园里，密
云首届西红柿节热闹开幕，上百个特色
西红柿品种同台亮相。

在充满了科技感的智能玻璃温室
中，一串串如葡萄一般的番茄看着格外
喜人。不仅个头小巧玲珑，颜色变化也
是多样，除了常见的红黄色，还有紫色、
黑色、青色等。“这些番茄的口感各不相
同，营养含量也非常丰富，比如深紫色
的这个小番茄品种，花青素含量比普通
番茄高出20倍。”工作人员介绍。

同一时间，位于河南寨镇两河村的
神奇种子农场里，美好味道采摘活动邀

来了市民进园区、逛大集。大棚内，一
株株西红柿藤攀爬在棚内专用吊绳上，
累累硕果从层层叠叠的叶片间垂下，长
势喜人。

“这个棚种植的是‘京番309’，属
于中果型，外边有绿尖，掰开是黄金
籽，口感的酸甜比为1比9，是我们现
在种植的明星产品。咱们常说的‘铁
皮柿子’‘草莓番茄’，就是它。”神奇种
子农场负责人安立辉介绍，这是农场
2023年试种的新品种，来自北京市农
林科学院。

试种的不止这一种。在这里共有

15栋日光温室，其中4栋都是实验棚，
里面种着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农大和
北京农林科学院、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
站、密云区农业服务中心等机构的众多
新品种番茄。

“目前试种的新口感番茄品种有42
个，还有一些品种正在进行对比实验种
植，包括4个原味西红柿和3个草莓西
红柿，还有一些小番茄的品种。这些新
品种的引进，一方面丰富了园区本身的
采摘多样性，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筛选出
更适合当地种植的品种，为后续的推广
种植积累经验。”安立辉说。

探索引入社会资本新机制

本报讯 近日，北京市田长制办公室结
合首都实际，制定并出台《北京市基层田长
巡田规范（试行）》（以下简称《规范》）。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严格耕地保护
的决策部署要求，北京市2021年发布《北京
市关于全面推行“田长制”的实施意见》，率
先从省级层面实施田长制。通过优化农田
布局、健全责任体系、制定配套制度，北京市
现已完成全市166万亩永久基本农田及其储
备区的划定工作。市、区、镇（乡）、村四级田
长责任体系全部建立。市总田长由市委书
记、市长担任，现有区级田长215人、镇（乡）
级田长1789人和村级田长3465人。13个涉
农区全部出台了区级田长制实施方案，186
个镇（乡）制定了田长制工作方案。

尽管全市耕地保护取得了明显成效，但
仍有部分镇（乡）和村级田长对各自区域内
的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范围不清楚、进出不
掌握，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非农化”“非粮
化”问题仍然存在。为规范基层田长巡田工
作，提升基层田长履职能力，北京市田长制
办公室制定出台《规范》。

《规范》首次明晰了镇（乡）和村级田长
的主要职责、履职方式和工作要求，明确了
巡田内容、频次和考核方式。并与农田数字
化综合管理系统、巡田App等信息技术手段
相结合，着力解决基层田长巡田对象和范围
不清晰、职责要求不明确等问题，推动巡田
打卡、问题上报、举报核查、处置整改等工作
规范化、指尖办。

北京市田长制办公室将按照《规范》要
求，加大对基层田长巡田的动态监管和培训
力度，促进《规范》落地落细落实。

（北京市农业农村局）

副中心打造首都
耕地高质量样板
本报讯 陈雪柠 近日，《北京城市副中心

（通州区）非建设空间规划及镇村实施指引
（2021年—2035年）》草案在市规划自然资源
委网站公示，听取公众意见。这是全市首个
区级层面非建设空间的系统规划。

非建设空间，是副中心国土空间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是支撑副中心国家绿色发展示
范区建设、推进绿色发展的主要载体。此次
规划由通州区政府组织编制，规划范围为副
中心和拓展区乡镇地区，着重对田林水等各
类生态要素开展系统梳理和规划研究。

规划草案显示，副中心要实现高标准农
田适度集中、高质量森林成带连网、田林水
空间和谐有序布局的结构，到2035年，永久
基本农田保护区达到19.28万亩，生态保护
红线面积56.4平方公里，通州区森林覆盖率
达到40%。

规划草案提出，推动副中心实现数量、
空间、产业、配套、质量、生态“六位一体”的
耕地保护利用目标，打造首都耕地高质量样
板。在数量上，要挖掘复耕潜力空间，实现
耕地由历年递减转向历史性回升；在空间
上，要优化耕地保护空间布局，划定6个万亩
级、55个千亩级永久基本农田集中连片区；
在质量上，要聚焦复耕复垦地块，加强保护
性耕作，改善土壤物理和养分结构。

副中心是北京第一个被评为“国家森林
城市”的平原区。为此，规划草案提出，充分
发挥国家森林城市示范引领效应，挖掘林地
空间潜力资源，增加林地规模，划定14个万
亩级、28个千亩级林地空间优化引导区，推
动林地空间集中布局。同时，聚焦特色产
业、景观游憩和生态涵养，推动林地差异化
培育和修复。

北京出台基层
田长巡田规范

餐桌上最常见的西红柿，能有多少种
变化？在近日开幕的北京密云首届西红
柿节上，展出了尤为多样的西红柿——个
头大的堪比橙子，个头小的仅如葡萄；有
的品种酸甜可口带有果香，有的则软糯如
甜糕，入口即化……

在密云，西红柿种植面积已超2000
亩，承担中国科学院、中国农大和北京农
林科学院等科研院所和高校的农业新品
种筛选、展示任务，带动了周边10个镇、
20余个村增收致富。

接下来，密云区还将以西红柿为核心
打造产业集群。计划到2025年，累计种
植面积达到5000亩，收获期日产20万斤
以上，预计总产值达到5亿元。

撒下“神奇种子”发展特色农业

密云区打造西红柿产业集群

要想实现西红柿越冬生产，必须要
建设设施农业大棚。但无论是新建设
施还是改造旧有大棚，所需的建设资金
都不是小数目。

安立辉是土生土长的密云人，2007
年他决定回到家乡，投身到农业创业。
“原来主要以大田种植为主，种鲜食玉
米、甘薯、杂粮、旱稻等，每亩收益不足
万元。”安立辉说，“2022年，村里找我
们进行合作经营，通过‘五方共建’的形
式进行撂荒大棚的改建。建成日光温
室后主要生产西红柿，每亩地产值能到
6~10万元，相比之前的大田种植，效益
提升了不少。”

“五方共建”，是密云区河南寨镇探
索的一个新机制。“五方”指的是党组织
引领、村集体经营、专业企业参与、农业

金融助力、广大农民主体参与。具体而
言，由市、区两级政府通过政策引导，促
进土地经营权回流村集体，村集体以土
地资源与社会资本合作，吸引农业金融
助力，推动形成村集体经济组织带领下
的农民广泛参与。

正是在这一创新机制的推动下，
神奇种子农场项目在两河村顺利落
地。“目前农场一共有15个日光温室
大棚，都是从闲置旧棚改造而来。总
占地约 50亩，改建共花了近 400万
元，其中密云区委、区政府以先建再
补的形式提供了180万元资金补贴。”
安立辉说，两河村集体先将土地流转
集中，合作社与村集体签约后开展建
设和种植，党组织全程把关，还有金
融机构提供服务，这些都让企业吃下

了定心丸。
与此同时，对于村集体和村民来

说，这也是一笔稳定的收益。每亩地农
民每年可以收入1500元，之后每年每
亩递增50元。村集体作为经营主体，
也能获得固定收入。按照约定，企业再
给予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使用权收益
费，每年每亩不低于500元。

同样是在这一模式下，绿火生态
农场与集中连片的涉及4个村的土地
同时签约，建起了占地689亩的128个
高标准钢架大棚，并成为国家级生态
农场。

据悉，2022年以来，在“五方共建”
的设施农业新模式之下，河南寨镇新建
设施大棚239个，实现西红柿销售订单
4300余万元。

用三年时间打造产业集群

密云区是首都最重要水源保护地
和生态涵养区，拥有得天独厚的生态资
源。同时，作为农业大区，具有一定的
农业产业面积和基础，在保障首都“菜
篮子”供应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长期以来，密云依托资源优势，蔬
菜产业得到长足发展。特别是近年来，
大力发展西红柿种植，不仅优化了该区
设施农业产业结构，满足了市民消费需
求，还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首届西红柿大会上，密云区分别与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北京
农学院、北京新硕优选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美团数字政务合作中心签订合作协
议。科研院所、科技公司及电商将充分

发挥科研、人才、成果、销售渠道优势，
为密云区提供西红柿产前、产中、产后
全产业链关键技术支撑，推动西红柿产
业高质量发展。

在多年发展和推广的基础上，密云
西红柿产业已形成了一定的品牌和规
模，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为了推
动该产业的发展壮大，密云区已制定
《密云区西红柿特色产业发展三年行动
计划（2023年—2025年）》，计划用三年
时间建设5000亩西红柿种植区域，打造
西红柿产业集群，形成“一心”“多点”产
业布局。这项工作也被列入2023年密
云区政府工作报告重点任务。

当前，密云正沿着“一条科技创新

和生命健康战略发展带、四条特色文化
旅游休闲发展带、多个特色乡镇和特色
产业”的全域发展格局前行。这其中，
打造西红柿特色产业集群是带动农民
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振兴。培育壮
大乡村特色产业，是提升都市型现代农
业发展水平的必然。依托良好的生态
优势，密云区在助民增收的特色产业
发展中已经蹚出了一条道路。随着当
地“五方共建”等创新机制的出台，在
农科专家倾情投入、创业新农人不懈
探索和当地农民的辛勤付出下，小小
西红柿背后，正延伸出一篇特色农业发
展的大文章。 （王可心）

暖棚里的番茄“博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