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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芦晓春 近日，在第二十六届
北京平谷国际桃花节举办之际，第二届
“土特产”发展大会在平谷区举办，大会
聚焦“土”“特”“产”丰富内涵，畅谈如何
深度挖掘和利用特色品牌资源，讨论品
牌打造与“土特产”发展的内在联系，探
索“土特产”品牌构建的应用场景，激发
新消费模式，制造新消费热点，共绘乡村
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美好“丰”景。

会上，来自“三农”领域的领导、专
家、企业家，分别以《“土特产”与新质生
产力》《农业精品品牌培育与品牌叠加发
展》《乡村振兴，品牌引领：特色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路径与方法》《掀起一场吃鸡革
命》《“博士农场”助力区域特色农产品发
展--以茄子博士农场为例》《小小糖葫
芦，乡村振兴大文章》为题发表主题演
讲，为“土特产”高质量发展提供发展思
路、经验总结、案例借鉴和智慧支持，共
商“土特产”发展大计、共谋“土特产”发
展未来。

“我们举办‘土特产’发展大会，目的
就是搭舞台、建平台，集聚农业领域领
导、专家、企业家，碰撞思想、共话未来，
围绕如何高质量做好‘土特产’文章，在
‘土’字上谋出路，在‘特’字上寻突破，在
‘产’字上见功夫，推动平谷在‘土特产’
高质量发展赛道上走前列、作示范。”平
谷区副区长李子腾表示。

产品“上新”：
念好“土”字经 打造农业中关村

平谷区地处北京、天津、河北三省市
交界，是北京的生态涵养区和农业大区，
区位优势明显，自然资源丰富。2023年，
全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实现39.4亿元，
位居全市第一。

为充分激活全区优质乡土资源，平
谷持续推进农业中关村建设，通过科技
支撑催生更多农业新质生产力，在田间

地头出成果，让百姓餐桌更丰富。近年
来，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生物育种全国
重点实验室、农业农村部蛋肉鸡育种与
繁殖重点实验室等相继落户。京瓦中心
奶业、温室园艺、果业三个分中心投入运
营。华北最大高效智能温室项目“揭
榜”、签约、正式开工，“三个零”设施农业
（百果园）、中关村智慧蔬菜工场等一批
设施农业项目定植投产。创建“博士农
场”117个，13位院士、411位博士来当
“农场主”，优异生菜、五彩茄子等100余
项创新成果得到市场认可。自主培育的
1.55万只“京红1号”高产蛋鸡和0.1万只
“沃德188”快大型白羽肉鸡父母代种鸡
出口坦桑尼亚，实现国产肉鸡、蛋鸡品种
出口“零的突破”。

在农业科技的加持下，“博士农场”
好物、“棒台头”玉米、镇罗营镇冰糖葫芦
等“爆款”新品，以“热辣滚烫”的速度出
圈，成为继平谷大桃、北寨红杏后平谷又
一张新名片，不断丰富百姓味蕾。本次
大会设置了“土特产”展览区，展示来自
“博士农场”、优质行业企业的优质农产
品，“博士农场”创建主体现场直播带货，
“线上”+“线下”拓宽销售渠道，推广平谷
“土特产”品牌，种类丰富、品质优良的平
谷“土特产”赢得广泛称赞。

流通“向新”：
打好“特”字牌 打造首都物流高地

这两年，平谷区突出地域特点，发挥
四方通衢、外联内畅的区位优势，形成被
社会认可、市场欢迎、具有竞争优势的特
色服务。

全国最大单体物流项目——东久新
宜智慧城市物流谷，实现“拿地即开
工”。推进城郊大仓基地试点建设，建成
首都食材共配中心、流通加工中心等。
创新合作运营机制，天津港——平谷海
铁联运班列再出发，助力京津冀协同发

展。“物流四镇”物流产业用地成交面积、
规划建筑规模、总成交金额均居全市第
一，首都物流高地的发展后劲愈发充
足。村播学院总部基地的落成，加速了
一个个平谷好物“摆上”线上货架，依托
便捷的交通、高效的物流，越来越多的平
谷优质农产品卖向全国、走向世界。

玩法“出新”：
唱好“产”字歌 打造世界休闲谷

平谷区拓展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
村多元价值，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打造优质休闲产品。

深化“一湖两河一带多沟多点”布
局，18个乡镇街文旅IP全面升级打造，
全域旅游更有内涵、更有品质。按照“山
区做流量、城区优存量”思路，深入挖掘
北部山区、泃河南沟域资源，对标阿尔卑
斯山下的世界级休闲旅游胜地，打造高
品质乡村休闲综合体。推出“春赏花、夏
观景、秋采摘、冬玩雪”等精品旅游线
路。举办首届中国北京金海湖帆船赛、
中国?京津冀铁人三项赛、环长城100国
际越野挑战赛等赛事，“桃醉平谷”品牌
不断擦亮，可观、可游、可品、可宿、可购、
可享的美丽休闲乡村正成为市民美好生
活的向往之地。

活用“土特产”，谱写“振兴曲”。未
来，平谷区将坚持以服务新时代首都发
展为统领，坚定不移推进高大尚平谷建
设，深耕“土特产”高质量发展赛道，在
“土”字上谋出路，在“特”字上求不同，在
“产”字上下功夫，强龙头、补链条、兴业
态、树品牌，雨后春笋般涌现出一个个特
而优、特而美、特而强的土特产，让越来
越多的“土特产”成为响当当的金字招
牌，助力平谷的产业“兴起来”、平谷的乡
村“美起来”、平谷的百姓“富起来”，推动
在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方面走在
前列。

平谷区搭建“土特产”发展平台

本报讯 海淀区坚持农业绿色发展，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持
续优化农业绿色发展扶持政策，加大资
金投入力度，全面推进化肥、农药减量
增效示范工作，目前化肥利用率、农药
利用率、农膜回收率、绿色防控及统防
统治覆盖率等农业绿色发展相关指标
均处于全市前列。

科学施用有机肥。近日，北京百旺
农业种植园总经理刘文喜刚刚拿到了之
前申请的政策性有机肥，他介绍，“海淀
区农业农村局每年都给我们发放有机
肥，今年还免费提供了有机肥农机专业
化施肥服务，大大降低了我们园区施肥
的人工成本。”

多年来，区农业农村局持续开展政
策性有机肥补贴工作，测土配方施肥技
术全覆盖，发布28类主要作物施肥指
南，指导种植主体科学施肥。化肥减量
增效，化肥利用率42.9%。今年还积极推
行机械化施肥政策，免费提供有机肥农
机专业化施肥服务，降低园区施肥人工
成本，缓解春耕备耕期间用人难的问题。

海淀区加大有机肥补贴政策性资金
投入，2023年全年发放政策性有机肥
10000余吨，覆盖面积1.3万亩，提高土壤
有机质含量，提升土壤质量。

绿色防治病虫害。在上庄镇京西稻

保护性种植区，技术人员正在为种植区
工作人员讲授病虫害防治技术。该种植
区由上庄联拓农业科技发展（北京）有限
公司负责种植和运营，种植区种植总面
积1600余亩，以水稻、玉米为主要种植作
物，公司市场总监王培介绍：“区农业农
村局和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的技术
人员经常来我们这里，结合作物生长情
况发布病虫害防治指导意见，根据需求
为我们提供精准有效的指导，极大地降
低了我们用药的试错成本，而且降低了
我们的种植成本。”

2023年海淀区农业农村局统筹开展
绿色防控和统防统治工作，为种植主体
提供粘虫板和诱捕器、杀虫灯等物理防
控仪器及生物天敌防治等生物绿色农
药，服务3.7万余亩次，覆盖菜、粮、果等
作物1.2万余亩。统防统治率达80%、绿
色防控率达87%。

开展农业投入品回收。区农业农村
局积极开展农业投入品回收，回收农膜
75.49吨，开展全生物降解地膜实验60
亩，降低土壤塑料污染风险；回收农药包
装废弃物8.24吨，降低土壤污染风险。
区农业农村局农业管理科负责人周长青
表示：“通过多年持续开展农业投入品回
收工作，目前种植主体农膜、农药包装废
弃物回收政策较为了解，积极配合开展

农膜及农药包装回收，同时我们农业综
合执法大队的同事通过‘执法+普法’及
‘宣传+指导’的模式，促进农业投入品科
学使用及回收，维护耕地土壤环境，为农
业绿色发展提供执法保障。目前，本区
农膜回收率达94.11%、农药包装废弃物
回收率达90%。”

优化惠农政策，强化技术支持，提高
种植主体积极性，海淀农业绿色发展成
效显著，各项指标均处于全市前列。
2023年克服不良气候影响，粮食播种面
积 7847亩，产量 2941吨，同比增加
12.2%；蔬菜播种面积 10892亩，产量
25344吨，同比增加6.8%，助力农业增效、
主体增收。

2024年，区级粮食蔬菜生产补贴资
金271.12万元、政策性有机肥10000余吨
均已就位，提振粮食蔬菜生产积极性。
执法提质护春耕，出动执法人员312人
次，规范农资经营管理，保障种植主体权
益。109台农机装备经安全生产检查后，
已整修到位，全力备战春耕。技术人员
一线指导20余次，开展小麦苗情监测2
次，在田冬小麦长势良好，为夏粮丰收打
下有利基础。“2024年海淀区政策、农资、
农机、农技齐就位，全力保障春耕备耕。”
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向敬阳介绍。

（据《农民日报》）

本报讯 近日，昌平区农服中心组织
召开昌平草莓品质提升工作研讨会，邀
请北京市特色作物创新团队各岗位专
家、区农服中心相关负责人及专业技术
人员共计20余人参加。

本次研讨会，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新质生产力的科学论述为指引，聚焦高
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统筹技术革
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
深度转型升级，努力破解制约“昌平草
莓”发展的难点堵点问题，组织专家建
言献策，助推产业高质量发展。

会上，昌平区农服中心系统高级农
艺师对“昌平草莓”产业发展成就、连作
障碍主要表现以及目前的应对措施等进
行了详细介绍，相关专家结合岗位职责
和研讨主题，畅所欲言，交流意见建议，
为“昌平草莓”产业发展“对症下药”。

据悉，“昌平草莓”作为北京地区唯
一入选全国“土特产”推介活动的农产
品，为首都农业增添了一抹惊艳和靓
丽。但是，从业人员普遍老龄化、科技成
果转化速度较慢等问题，一定程度上也
影响了“昌平草莓”产业的深度转型升
级。为深入剖析存在的问题，更好为农
业产业升级服务，区农服中心还积极落
实调查研究和问题梳理，在研讨会上设
定“克服连作障碍”“做强都市农业品牌
核心竞争力”“品牌提升系统工程”等多
项子课题，助力昌平草莓发展提质增效。

下一步，区农服中心将深化与创新
团队合作，加速推动科研成果落地，在
“土”上创事业，在“特”上做文章，在
“产”上下功夫，为首都市民分享高品质
的“昌平草莓”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

（北京昌平官方发布）

本报讯 小小“菜篮子”，事关“大民
生”，为切实提高辖区蔬菜播种面积及
产量，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大兴
区礼贤镇多措并举、齐抓共管，促进蔬
菜生产提质增效，全力守护好群众的
“菜篮子”。

科学布局规划。采取“整体租赁+
农户经营”模式，统一规划全镇2.49万
亩流转土地，开展规模化种植，提高流
转土地利用效率，计划全年种植蔬菜约
1.45万亩，保障蔬菜种植亩数逐年递
增，预计全年总产量约4.1万吨。

丰富种植品种。结合市场需求，规
划种植胡萝卜、西兰花、娃娃菜等蔬菜
20余种，共6000余亩，探索结球甘蓝、
番杏、羽衣甘蓝等10种特菜种植；主攻
越冬错季菜茬口，种植越冬洋葱2200
亩，将于5月底上市，预计亩产7吨。

拓宽销售渠道。建立种植菜品台
账，采取订单销售模式，与永辉超市、新
发地批发商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实现稳
定销售。

保障蔬菜质量。梳理镇域农户技
术需求台账，邀请市区技术人员开展专
业指导；通过“集中检测+重点抽测+突
击检测”，加大农药残留检测力度，扩大
检测范围。目前，共检测快菜、菠菜等
蔬菜242个菜样，合格率100%。

下一步，礼贤镇将紧盯蔬菜生产关
键节点，持续提升蔬菜生产供应能力，
丰富群众“菜篮子”。

（北京大兴官方发布）

昌平草莓品质提升
工作研讨会召开

大兴区礼贤镇推动
蔬菜产业提质增效

海淀区多措并举持续推进农业绿色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