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今年樱桃季的到
来，通州区最大的露营乐
园也将在西集镇开园，搭
配近年来打造的骑行驿
站、特色民宿、万亩樱桃园
等，西集镇将为市民游客
带来好吃好玩、宜居宜游
的文旅新体验，走出一条
传统农业小镇转型农文旅
体融合发展的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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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耿子叶 近日，位于顺义区
顺沿特种蔬菜基地的日光温室里，京牌
“炫彩”小西瓜成熟上市。这是北京自
主培育的西瓜品种，有绿色、黑色、黄色
等不同颜色，摘下来切如同开盲盒，里
面藏着不同的颜色和口感，除了常见的
绿皮红瓤，还有黄皮红瓤、绿皮黄瓤，甚
至有红黄相间的彩虹色。

“炫彩”西瓜的诞生，得益于北京市
农业技术推广站的多年努力，通过引进
种质资源、纯化育种材料、精心组合配
制及筛选，自主选育出的优新品种。北
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穆生奇工作人员
介绍，“炫彩”系列西瓜口感好、酥脆多
汁、营养丰富，其中心含糖量均可达到
12%以上，与红瓤品种相比，香味浓郁，
叶黄素、胡萝卜素等含量更高。由于挂
果期长、果皮韧性好，非常适合市民采

摘，同时更耐裂，适合中短途运输。目前
已完成7个品种的登记工作，“炫彩8号”
还获得全国西瓜擂台赛的新品种奖。

为实现“炫彩”系列标准化生产，北
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结合品种特性，通
过开展品种配套栽培技术试验研究，并
集成应用集约化育苗技术、高密度抢早
栽培、蜜蜂授粉以及品质提升等技术，
打造了6个“炫彩”西瓜规模化种植园
区。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工作人员
马超介绍，目前，该系列品种种植面积
占全市特色小型西瓜的50%以上，商品
瓜率达95%，亩效益达到3.5万元以上，
销售单价较常规红瓤品种高出20%，得
到种植园区的广泛认可。

顺沿特种蔬菜基地是顺义区首家
规模化种植特色小型西瓜的园区，特种
蔬菜基地主要以种植蔬菜和西甜瓜为

主，2021年开始种植京牌“炫彩”西瓜，
园区负责人王春雨介绍，经过前期的种
植反馈来看，消费者反响不错，对西瓜
的口感、颜色等挺喜欢，“炫彩”西瓜也
是今年园区采摘季重点推介品种。

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工作人员
徐进介绍，依托北京市特色作物创新
团队，市、区两级农业技术推广站，开
展全产业链技术服务，通过重点园区
示范、农户自愿试种、开展技术培训等
多种方式，经过三年的推广，“炫彩”
小西瓜已经在大兴、顺义、昌平、延庆
等9个区开展新品种多点示范试种，年
均种植面积达300余亩，预计总产量可
达900吨左右，较去年增加30%。市民
可前往老宋瓜园、大兴技丰园、北京顺
沿特菜基地、昌平金惠农农业专业合
作社等园区采摘品尝。

本报讯 李享 胡文娟 绿色赋能是加快
推进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一环，密云区加快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瞄准特色农业、智慧
农业、高效农业培育新动能，提高农业综合
经济效益，助力绿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温室自动化气候控制、智能劳动力管理
系统、植保巡检机器人，智能化“新农具”在
极星农业产业园发挥了大作用，使各类蔬果
在最佳温度、湿度、光照、水肥及空气环境
下，达到了最佳的生长状态。

北京极星农业有限公司生产工人齐亚
荣介绍：“公司采用机械化控制，像环境控
制、密度管理、水肥管理、采收，用机械就可
以完成，给我们省了不少事。”

密云区河南寨、巨各庄、北庄等镇域设
施农业大棚也陆续引入水肥一体化、智能控
制终端、大数据等新技术，实现耕、种、管、收
生产环节自动化管理。

产业插上“数字”翅膀，为设施农业现代
化注入新质生产力，引进新技术的同时，密
云区还积极探索选育新品种“以新促质”，带
动特色产业规模化发展。以创建西红柿特
色产业集群核心区为依托，陆续引进原味一
号、京番309、京采六号、汉姆九号等优秀品
种，形成“红、黄、绿、黑”多彩的产业发展格
局，全区种植面积已超2000亩。同时，密云
区今年还在发展赤松茸、平菇、木耳等食用
菌种植基础上，不断优化调整产业结构，以
“特色种植”激发土地新动力，试验种植新品
种羊肚菌，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

依托新质生产力，密云区设施农业得到
了长足发展，市场认可度不断增高。目前，
全区设施农业面积8000亩，成为农民增收
的重要途径。

本报讯 高校师生深入田间地头，与农
民共同劳作，解决农业生产难题……在顺义
区赵全营镇的设施蔬菜科技小院，科技助力
果蔬上新。

2021年开始，赵全营镇引入了中国农
业大学的科技力量，以吴学民教授为首席专
家的师生们，在兴农天力农业园设立了设施
蔬菜科技小院，将现代农业科技与农业生产
相结合，打造高品质农产品，以规模化和标
准化推动区域农业高质量发展。

大棚里，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李亚娜
和李慧敏正在进行技术指导，开展科技助
农工作。看到学校培育的试验品种在土地
里生根发芽、结出果实，李亚娜感到非常自
豪：“目前，我们在农业园已经投放了6000
株果蔬苗，其中番茄、辣椒、甜瓜、黄瓜等优
质品种已经筛选了两年。以番茄为例，从
最初的25个品种筛选到目前的10个品种，
这些品种抗病性强、抗病毒能力强，口感
好，富含有益的微量元素。”

大规模种植还不是科技小院的最终目
标，在筛选过程中他们深入研究病虫害的预
防方法，降低农药使用次数，最终达到有机
的标准。从育苗到生产，科技小院对于病虫
害防治和养分管理都制定了严格的要求。

在育苗棚内，各种果蔬苗令人难以分
辨。李亚娜指着其中一种番茄苗说：“这种
番茄也是我们研发的新品种，结出的番茄
口感是沙沙的，并且容易出汁，适合用在火
锅底料中。”

兴农天力农业园负责人田春雨表示，中
国农业大学在技术方面提供了很大的支持，
肥水管理和土壤消毒等方面的技术都得到
了有效的应用。 （北京顺义官方发布）

西集大樱桃是通州区西集镇的一
块闪亮招牌。如今，西集镇以樱桃采摘
为本底，通过“樱桃+”链接露营、民宿、
骑游等农文旅体新元素，让老IP有了新
玩法。

樱桃+露营
通州最大露营乐园将开业

西集镇定位是生态休闲小镇，北
运河、潮白河两大水系长期滋养着这
片土地，生态环境优美、农旅资源丰
富，盛产的大樱桃汁多、肉厚、果甜，是
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认证产品。
然而近年来，单一的樱桃种植采摘模
式限制了当地的文旅产业发展，一方
面来自全市的优质樱桃园带来了激烈
竞争，另一方面缺少配套服务设施没
能将采摘的客流留下来，樱桃种植的
边际效应逐渐递减。

面对新形势，西集镇谋求变化新发
展。去年，北京市、通州区相继发布了
规范引导帐篷露营地发展的意见，西集
镇很快发现了其中的新机遇：依托大运
河畔优良的生态优势，结合西集林场的
林下资源，“樱桃+”露营成为了当地转
型发展的最优选择。西集镇相关负责
人介绍，露营基地既可以合理利用本地
的优势资源，还可以将采摘樱桃的客人
留下来，同时拓展新的客流，可谓一举
多得。

经过半年多建设，一处名为“马捌
家运河仙草乐园”的露营基地已基本建
成，这个规模千余亩、通州最大的露营
基地正蓄势待发，即将于近期与市民见
面。在先期建成的一片示范展示露营
地，5处星空帐篷搭建在繁花绿树之间，
蜿蜒的碎石路将各个帐篷串联起来。
帐篷内，现代化的设施一应俱全，榻榻
米、石板、木桩等营造了日式、北欧风、
森林系等多样主题风格。

从示范露营地沿着大堤路一路前
行，还有大大小小多个露营地正在紧张
搭建，每一处露营场地的下方，均在前
期预埋了上下水管线和电线，方便游客
在户外用水用电。园区在运河畔打造
了约500个露营位，有的点位距离运河
不到10米，视野开阔、空气清新、景色

宜人。营地之间是一片片芳草地，其间
种植了太子参、薄荷、地丁草等十几种
中草药，还配套建设了农耕体验园、儿
童萌宠乐园、小吃街以及活动舞台。

“我们的乐园很快就要开放亮相，
欢迎大家前来体验。”露营基地负责人
马淼说，目前，园区规划了500亩中草
药种植区、500亩露营区、100亩研学百
药园、50亩儿童乐园，是融合精品民宿、
营地露营、中草药种植、民俗演出、药膳
养生、亲子互动、科普拓展为一体的多
元化农文旅项目。

樱桃+骑游
“最美乡村路”迎来骑行热

如果说露营是静静地享受田间野
趣，那么骑行则是在运动中亲近自然。
守着大运河这张亮丽的名片，“樱桃+骑
游”也成了西集镇转型的新路径。近年
来，西集镇沿北运河大堤路和潮白河大
堤路打造了多条林荫绿道，形成“春有
野花烂漫、夏有绿树成荫、秋有金色田
野、冬有白雪皑皑”的四季景观，北运河
大堤路更是获评北京市“最美乡村路”，
成为众多骑行爱好者挥洒汗水、欣赏美
景的理想之地。

今年初，西集镇还在陈桁村全新改
造了一处现代化的骑行驿站，外观呈现
出质朴大气的工业风格，内部提供热
水、咖啡、简餐、手机充电、骑行设备维
修等服务，还有助力自行车租赁，为骑
行爱好者带来更佳的服务体验。刚刚

过去的“五一”假期，西集的骑行绿道就
吸引了众多骑行爱好者前来打卡体
验。“大堤路两侧，一边是宽阔的运河水
波光粼粼，一边是高低错落的林木郁郁
葱葱，我一路骑行丝毫没感到累，一路
有林荫、花香、碧水、清风陪伴，这样的
骑行体验是一种享受。”骑行爱好者窦
先生说。

骑行游玩累了，游客还能就近吃上
富有本地特色的西集家宴，包括特色鲜
椒跑山鸡、酱焖鱼杂贴饼子、西集晚桂
酿金瓜、通州非遗瓤豆腐等。这个融合
北京传统“二八席”特色与现代元素的
地方菜品牌，特别强调“家”的概念，使
用当地优质农副产品，发展成为通州地
区农村菜代表，被称为“通州最大席
面”。目前西集镇已经推出天隆久府、
西集印象、跃阳家宴三家体验餐厅，邀
请市民前往品尝正宗的西集家宴。

樱桃+民宿
打造全区首家甲级民宿

乡村旅游，怎能离开特色民宿？西
集镇围绕樱桃的第三道加法题，就是聚
焦本地乡村资源，依托联营公司盘活运
河沿线各村闲置宅基地，因地制宜打造
一批特色民宿。截至目前，西集镇已建
成特色民宿10家，包括甲级民宿1家、
乙级星级民宿5家。

这些依托大运河优良环境打造的
精品民宿各有特色，例如曹女阳光农场
将樱桃、苹果种植与农事体验、休闲观
光、特色民宿融为一体，打造成综合休
闲农业园区。吕家湾村的荷塘月色民
宿主打大运河文化主题，夜晚能够观赏
到运河上空皎洁的月光。通州唯一获
评市级甲级民宿的马捌家，则是在内部
营造了具有乡村特色的朴实美感。

5月下旬起，樱桃陆续成熟上市，西
集镇将进入一年当中最热闹的季节。
围绕“樱桃+”，西集镇将继续举办樱桃
文化节，以及西集家宴大赛、诚信果农
评选、红通社小记者西集研学游、百米
画轴绘西集、低碳骑行西集全域游等系
列活动，以樱桃为媒，推进农文旅体融
合发展，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丰富的出
游新体验。 （孙云柯）

北京自育“炫彩”小西瓜上市

通州区西集镇融合农旅体玩转“樱桃+”

占全市特色小型西瓜一半以上

密云区推动农业
特色智慧高效发展

顺义区赵全营镇
科技助力蔬果上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