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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耿子叶 李木易 近日，已经
举办了36年的北京市大兴区西瓜节“金
把黄杯”全国西甜瓜擂台赛再次打响，
来自大兴区庞各庄镇北章客村的瓜农
谢政江，种植培育的京欣8号西瓜重量
达到了177.9斤，荣获本届“瓜王”称号。

“瓜王”的诞生

57岁的谢政江是地道的庞各庄瓜
农，已经种瓜30多年，今年也是他连续
第6年参加西瓜擂台赛，第4次获得瓜
王称号。自从参加西瓜擂台赛以来，谢
政江种出的西瓜“体重”也翻了一番，从
第一年的90斤涨到了近190斤。2020
年、2021年、2022年连续三年，谢政江都
种出了“瓜王”。

在西瓜擂台赛上，“瓜王”的重量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兴区农业技术推广
站芦金生介绍，早期，农户会挑选自家
瓜田里最大的西瓜前来打擂台，当时30
多公斤的西瓜就能获得“瓜王”称号；如
今，瓜王的重量已经翻了几番。

谢政江谈起种“瓜王”的经验，“要
想种出‘瓜王’，首先种子是第一位的，
今年选择了几个品种，其中京欣8号的
表现最好，此前还种出了189.72斤的重
量。此外，种植‘瓜王’还需要种植技术

的支持，多浇水、多施肥，今年西瓜的生
长条件好，光照充足，西瓜的重量也比
去年高。”

新品种夺冠

在小型西瓜综合组的西瓜角逐中，
西瓜新品种“佼佼者”京美3k，心糖达到
了15度，综合各项评判指标，获得了该
组“瓜王”称号。

宋绍堂是庞各庄镇的“西瓜红人”，
他对新品种的接受度很高，其经营的老
宋瓜园是科研院所的合作示范基地。
他介绍，去年开始，合作社带领农户大
面积推广种植京美3k西瓜品种，该品种
的果肉呈现出正红色，果形呈现出椭圆
形，含糖量高，总体来看，在外形、口感、
产量等方面表现都很好，这也将是未来
合作社主要推广种植的品种之一。

京美系列是由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蔬菜研究所许勇团队培育而成的西瓜
品种，目前，京美西瓜已经从1k发展到
了13k，包括小型瓜、中型瓜和大型瓜等
不同品种，其中京美3k已经进入大面积
推广阶段。

宋绍堂介绍，“目前，合作社带动农
户每年种植数百亩京美系列西瓜，新品
种的种植，让农户在搭配礼盒销售方

面，为顾客提供了更多选择。”

大兴西瓜赋能农户

近年来，大兴西瓜的品种正在持续
丰富，除了大面积种植的L600，京彩系
列、炫彩系列等西瓜品种正在增加。

目前，大兴区西瓜种植面积保持在
约4万亩（含外埠基地），主要为小型西
瓜，分为两大类型，一种是绿皮椭圆红
肉西瓜，这类品种为主要种植品种，另
一种类为搭配品种，如橙色果肉、彩色
果肉、黑皮、黄皮等特殊品种，更加丰富
了西瓜销售市场，传统的大型西瓜种植
面积已经不足1000亩。

许勇认为，整体来看，西瓜新品种
的培育是朝着节本增效、抗病性更强、
让农户管理成本更低等方向发展，西瓜
品种的持续更新，引领着全产业链的变
革，大兴西瓜已经从早些年的大型瓜，
转变为小型瓜，产品的转变带动农户的
生产方式、瓜王的品牌打造、消费者的
购买方式随之改变，未来的西瓜产业还
需要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道路。
大兴西瓜很有名，地域品牌赋能更多瓜
农，还需要将大兴西瓜与瓜王企业品
牌、农户品牌结合，实现大兴西瓜地域
品牌更可持续发展。

本报讯 晶莹剔透的樱桃，带着夏日
的热情和浪漫如约而至。顺义区各樱桃
采摘园内，熟透的樱桃如串串玛瑙缀满枝
头，一见樱桃鲜艳欲滴，二尝樱桃香甜可
口，三品樱桃唇齿留香。那么“顺义樱桃”
为什么这么好？

优越的生长空间

樱桃是顺义区果树主导产业之一，通
过多年的精心培育，已经形成了“基地化、
精品化”产业格局，是北京市主要樱桃产
区之一。

顺义区坐拥温榆河生态带、潮白河生
态带、浅山生态带，具有优质的冲击潮土、
褐土，土壤肥力及其酸碱性适合樱桃生
长。这些自然条件为樱桃种植打造了得
天独厚的优势，造就了“顺义樱桃”肉厚、
汁浓、香甜的特点。

为推进樱桃产业向绿色生产方式转
变，2018年起，顺义区每年向全区果园发
放有机肥，同时每年抽取100份土壤样
本，准确掌握果园土壤质量状况。此外，
顺义区实施果品质量安全检测项目，严格
把好果品质量关，做到“零农残”标准，打
造名副其实的“放心樱桃”。

精湛的种植技术

结合地理位置特点及区域发展定位，
顺义区推广新技术、新成果10余项。

走进北京旭日东成生态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的设施樱桃暖棚，绿油油的樱桃树
枝繁叶茂，红彤彤的樱桃一簇簇晶莹剔
透，果农穿梭其间，忙着摘果售卖。

“为了让本地樱桃提前上市，顺义区
创新采用矮化密植和独杆栽植的种植方
式，配套自动温控系统和农艺小站等管理
系统，形成了以浅山五镇为中心的现代高
效樱桃设施暖棚集群，现已建成设施樱桃
暖棚近千亩。”区园林绿化局二级调研员
闫兆兵表示，设施内全部采用蜜蜂授粉的
方式，提高樱桃产量和果品品质。

目前，全区种植红灯、红蜜、拉宾斯
等 40多个樱桃品种，种植面积达 7500
亩，结果面积6300亩，年产量超过150万
公斤，产值约6000万元。结果树平均亩
产值达到1万元，最高亩产值达5万元，
樱桃产业正在成为进一步撬动区域发展
的“甜蜜经济”。

优质的区域名片

凭借优越的生态环境及上佳的果品
品质，“顺义樱桃”在历年北京名果擂台赛
樱桃专场等活动中多次获奖，“鑫双河”
“顺丽鑫”等一批顺义品牌名列前茅。第
九届国际樱桃大会于去年5月在顺义举
办，正是对“顺义樱桃”最好的认可。

顺义区开辟“文旅+产业”发展模式，
全区共有近30家樱桃观光休闲采摘园。
多年来，顺义区举办樱桃采摘旅游系列活
动，通过果品鉴评、展销、推介等活动，扩
大顺义果品知名度，为顺义区樱桃赢得了
骄人的口碑。2024北京顺义樱桃采摘旅
游季已于近日启幕，欢迎游客前来感受
“顺义樱桃”的魅力。

文旅融合下的樱桃产值不断增溢，目
前全市樱桃平均亩产值7318元，顺义樱
桃亩产值已突破1万元，真正实现了创新
增收。

（北京顺义官方发布）

大兴区西瓜节“金把黄杯”擂台赛打响

延庆区沈家营镇探出羊肚菌发展新路子

顺义区三举措
推动樱桃产业转型

本报讯 夏日炎炎，什么最鲜？非
“鲜”掉眉毛的羊肚菌莫属！在延庆区
沈家营镇，这种形似羊肚的“素中之
荤”，正成为乡村振兴的“主力菌”。

近日，从沈家营镇获悉，继羊肚菌
试种大获成功后，沈家营镇积极探索，
从“田间”到“餐桌”产业链，不仅为当地
群众，打开了一扇增收致富的大门，也
为乡村振兴探索出了一条新路子。

走进沈家营镇前吕庄村“那家寒
舍”民宿，这里正是羊肚菌美食的绝佳
体验地。据“那家寒舍”民宿负责人左
广华介绍，民宿内烹饪的羊肚菌都是从
当地的种植基地直接采购的，确保新鲜
度和品质。在厨师的精心烹饪下，羊肚
菌的美味被完美呈现，让食客们流连忘
返。“我们根据大众口味，推出了15道主
菜和2道主食，选配不同凉菜与其他京

菜，让羊肚菌产业融合发展之路愈走愈
宽。”左广华说道。

沈家营镇不仅成功引种了羊肚菌，
更将其打造成了特色美食，吸引着食客
们纷至沓来。不仅为当地带来了可观
的经济效益，更推动了乡村振兴和文化
旅游产业的发展。

据了解，2022年，沈家营镇紧抓机
遇，联合区农业技术推广站积极对接北
京市食用菌创新团队，同时引入北京市
农林科学院、北京农学院等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师生力量，探索开展羊肚菌栽
培。通过引进优质菌种，结合当地的气
候和土壤条件，成功培育出了品质上乘
的羊肚菌。第二年试种羊肚菌，亩产达
到1000斤，亩均产值达到10万元以上。
自此，羊肚菌产业在沈家营镇落地生
根。2024年，沈家营镇积极探索一三产融

合的发展模式，按照区委、区政府“一镇一
精品、一镇一桌餐”部署，加快推进特色农
产品从“田间”到“餐桌”转换，沈家营镇多
次对接餐饮企业，邀请在延在京名厨研发
菜品，推出“福地养生”羊肚菌康养盛宴，
打造沈家营镇特色餐饮文化。

沈家营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副主任
卢红伟说：“未来，沈家营镇将持续深入
实施产业富民战略，强组织、夯基础，育
产业、壮龙头，拓市场、增收入，做好羊
肚菌种植技术储备，提高单产，达到稳
产目的。同时，适当扩大种植规模，孵
化乡村品牌，做好‘羊肚菌康养盛宴’这
桌菜，让羊肚菌真正成为沈家营镇乡村
支柱产业的‘软黄金’、产业增收的‘致富
伞’和乡村振兴农民手中的‘钱袋子’，有
效推动地区经济发展。”

（北京延庆官方发布）

本报讯 尚颖 近日，昌平区延寿镇
的头茬栗蘑迎来了丰收季。在位于北
庄村的北京盛红种植专业合作社内，
满园的栗树下，一排排用于栗蘑种植
的拱形棚整齐排列，棚内一株株硕大
的栗蘑已经成熟待采，呈现出一派丰
收的景象。

为了扩大栗蘑的销路，今年合作社
采用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同步销
售，合作社充分利用网络平台进行宣传
推广，并通过电商平台进行线上销售，
同时也进行线下销售。多元化的销售
模式不仅扩大了栗蘑的市场影响力，也
提高了产品的销售量，平均价格15元一
斤的栗蘑受到了市场的广泛欢迎。

除了北京盛红种植专业合作社外，
北京海疆栗蘑专业合作社也是延寿镇
栗蘑种植的重要基地之一。在这里，树

下苫着遮阳网和竹帘的大棚内，一簇簇
新鲜栗蘑破土而出，长势喜人。合作社
社员王一介绍：“今年我们合作社种植
了五亩地的栗蘑，预计产量在3万斤左
右。今年合作社采用了矮棚的种植方
式，使温湿度更容易控制，为栗蘑的生
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据统计，今年延寿镇的栗蘑种植将
达到历史新高。全镇共有14个村近100
户登记种植栗蘑，预计产量将达到二百
余万斤，产值突破2000万元。这不仅为
当地农民提供了就业机会，也带动了相
关产业的发展。

为了更好地服务栗蘑种植户，延
寿镇与北京农学院建立了对接模式，
学院的专家团队定期来到延寿镇进行
技术指导和培训，帮助种植户解决种
植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高了栗蘑的

产量和品质。同时，延寿镇还积极探索
栗蘑的销售新渠道，与昌平新世纪商城
洽谈合作，争取实现农超对接，将优质
的栗蘑直接送到消费者的餐桌上。此
外，延寿镇还在不断研究开发伴手礼、
延寿礼物等特色产品，准备打造丰收
节、采摘节等系列活动，进一步丰富栗
蘑产业的内涵。

“延寿镇将在做大做强板栗、栗蘑
等传统农林产业的基础上，结合当地
的地理条件，探索引进适合北部山区
生长的中药材。我们将以‘药食同源’
为目标，研发药膳餐饮。”延寿镇副镇
长杨锐杰表示，结合地区的自然资源、
精品民宿、体育赛事等，形成农文旅体
产业融合发展、推动乡村振兴的样板
案例，让延寿镇的农民们过上更加美
好的生活。

昌平区延寿镇头茬栗蘑迎来丰收季

“甜蜜秘籍”助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