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淀区的樱桃园里，
红彤彤的果实已悄然挂
满枝头。一年一度的“春
果第一枝”樱桃成熟期也
已到来，近日，以“智汇海
淀 樱有景有”为主题的海
淀区第二十四届樱桃文
化节在上庄镇首农庄园
开启，到海淀区来采摘树
熟大樱桃的活动也拉开
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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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陈芳芳 夏日的果盘里，怎
会缺席酸酸甜甜清清凉凉的水果番
茄？眼下，朝阳区试验种植的百余种特
色番茄正处于盛果期，大小、形状、颜色
各异的番茄，凭借其独特的口感和外
观，享受着市场的宠爱。

红、橙、黄、绿、白、黑、紫……走进
位于来广营地区的国家数字农业创新
应用基地、国家级生态农场朝来农艺园
智能连栋温室，一股番茄独有的清香扑
面而来，仿佛进入了一个番茄的五彩世
界，各种番茄品种争奇斗艳，让人目不
暇接。

“来！尝尝这个京采8号，口感丰富
有层次。”接过工作人员摘下来的一个
成熟红色番茄，一口咬下去，韧性十足
的表皮下，沙瓤的口感伴着丰盈的汁水
立刻充盈在嘴里，恰到好处的酸甜比，
让人禁不住想起小时候吃到好东西以
后吮指的美好时光。

种出这么好吃可口的番茄，到底是
有什么诀窍？

“品种好，培育方式科学，还愁果子
不好吃？”工作人员周艳丽说，京采8号
是朝来农艺园精选的优质品种。番茄
生长过程中，朝来农艺园坚持绿色、营
养原则，采用数控化管理方式，对温室

的温度、湿度、光照强度等进行调节，精
准计算、供给番茄每天的“营养套餐”。
“番茄‘吃’得好，生产环境适宜，长出的
番茄自然也好吃。”

朝来农艺园共种植番茄7800多平
方米，试验种植品种有京采8号、京番绿
天使、原味一号、冠蔬、凤珠、艾瑞德、千
禧、甜脆脆等品种，形状有圆形、椭圆
形、水滴形等，口味更是多滋多味，起沙
的、爆浆的，水果味、花香味，不同番茄
品种各具特点，各有风味。

在朝阳区另一个国家数字农业创
新应用基地，位于孙河地区的郎枣园温
室大棚内，同样是一个色彩斑斓、生机
勃勃的番茄世界。

“当下，传统的红色番茄已经不能
满足市场的需求，因此，郎枣园今年引
进了一系列新品种，如金皇后、瑞克阿
鲁、紫霞、白娃、青小蜜、灵玉等，不仅颜
色丰富、口感多元，形状也是可爱喜
人。”郎枣园相关负责人介绍。

走在温室大棚内，感觉眼前的一
个个番茄犹如一件件精致的艺术品，
金黄透亮的金皇后番茄像一串串黄色
的玛瑙，独特又迷人；青小蜜番茄像一
颗颗翠绿的小宝石，闪耀着温润的青
绿光彩；白娃番茄像一个个小胖娃娃，

安详地睡在母亲的怀抱里。品尝起
来，酸甜、软糯、脆爽……再美的词汇
也无法准确描述这丰富又极度享受的
口感。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郎枣园今年共
种植特色番茄3700多平方米，金皇后、
瑞克阿鲁因出挑的颜值和口感很受市
场欢迎。青小蜜番茄不仅好看好吃，还
含有其他品种没有的叶黄素，对眼睛有
益，也是郎枣园的爆款。

为了让消费者在品尝特色美味番
茄的同时，还能欣赏生长状态中的一件
件“艺术品”，体验农耕乐趣，感受农业
文明，目前，朝来农艺园和郎枣园的番
茄以现场采摘为主，同时，也分别通过
会员配送和孙河乡嘉禾便民超市进行
销售。

“我特别喜欢到现场采摘，置身其
中，看着、摸着、闻着这些色泽明亮、圆
润饱满的番茄是一种享受，而且还可以
近距离感受科技兴农的魅力。”朝来农
艺园会员崔女士说。“这里的番茄品种
多，许多都是市场上难得一见的新品
种，来到这里采摘，不仅能享受到最新
鲜的番茄，还能让孩子学习农业知识。”
经常带着孩子到郎枣园采摘番茄的市
民李女士说道。

本报讯 田杰雄 风吹麦浪，夏收正
忙。近日，昌平区兴寿镇一处500亩高标
准农田已率先开镰。未来一个月内，昌
平区小麦进入“麦收时间”。 老话讲，“芒
种芒种，抢收抢种”。在昌平区兴寿镇的
天意蔬果农业科技产业示范园内，伴随
着收割机器的轰鸣，金黄麦浪中留下一
条笔直的车辙痕迹。

“现在为了保护性耕作，我们使用的
是免耕技术，省时省力，小麦地不用旋
耕，可直接播种，短短几小时我们就能把
玉米种上。”权克满是昌平区一家农机专
业合作社的负责人，他称这些年来，每到
6月，合作社的农机都会开足马力，保证
昌平区各镇的小麦颗粒归仓，今夏合作
社预计收获2000余亩小麦。

另一家农机合作社理事长张友东介
绍，为了降低机损率，每年农机下地前，
都要经过多次的调试和改进，“得调换机
械中的筛子和齿条，恰到好处地吹出麦
糠，留住麦子。”别小看这0.3%的降幅。
在农业农村部公布的数据中，我国“三
夏”小麦机收环节，损失率若能降低1个
百分点，全国就可挽回25亿斤粮食。

目前，昌平已实现小麦生产全程机
械化，全区小麦将由区内的农机专业合
作社完成收割。据昌平区农业机械化技
术推广站农艺师刘攀介绍，今年昌平区
小麦种植区域集中在兴寿、百善、小汤
山、十三陵、沙河、崔村、马池口、阳坊等
镇街，6月中旬进入麦收高峰。

朝阳区百余种特色番茄迎来盛果期

海淀区举办第二十四届樱桃文化节
本报讯 吴艳瑛 开幕式上以樱桃

为载体，加入文化赋能、科技赋能、金
融赋能、休闲赋能等内容进行缤纷呈
现，充分展现了高质量农业与樱桃文
化的融合发展。本次活动由海淀区农
业农村局主办，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
中心承办。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魏开
锋出席开幕式。

樱桃被誉为“含铁之王”，以其艳丽
的色泽、丰富的营养价值和甘甜多汁的
口感，一直备受人们喜爱，而海淀的树
熟樱桃，因为上风上水、用泉水浇灌、浅
山区昼夜温差大等特点，格外香甜可
口。海淀区二十四年持续打造“春果第
一枝”的樱桃采摘和文化价值，为北京
农业产业与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和
美乡村振兴事业作出贡献，也展示了
“海淀樱桃”这张“甜美名片”的魅力。

海淀区现有樱桃栽培面积8787亩，
主要分布在苏家坨镇、温泉镇、四季青
镇、上庄镇，部分浅山区种植、山泉水浇
灌、智慧农业技术并用是当地种植特
色。作为北京市樱桃主产区之一，主要
有艳阳、拉宾斯、萨米托、雷尼、红灯优
系、红艳、美红、巨红等100余个品种。
2024年海淀区樱桃喜获丰收，预计总产
量将达到700吨。

品质赋能
樱桃擂台开赛在即

樱桃擂台赛，是每年海淀区樱桃文
化节的一项专业樱桃测评活动。海淀
区作为北京最早引进培育欧洲大樱桃
的地区，运用前沿科技，助农兴农。
2024年，全区早、中、晚、多品种樱桃
（园区）参加测评打擂台，通过专家团
队运用专业的评测标准和规则，对樱
桃食品安全、外观品质、内在品质、口

感风味等多项内容进行专业测评，评
出金奖、银奖、铜奖的樱桃品种及种植
园区。

科技赋能
人工智能AI创作主题曲

海淀三农工作围绕着高科技引领
这一工作思路扎实推进。本届活动借
助人工智能的力量，AI创作海淀区樱桃
文化节主题曲《樱桃的魔力》，视频音乐
设计中借助了蕴含传统文化元素的沙
画技法来展现，让大家感受到科技与文
化的融合，视觉和听觉结合。

休闲赋能
探索“农业+”发展模式

海淀休闲农业走在前列，农产品市
集逛不停。海淀区休闲示范园区，从生
态环境保护、历史文脉及大西山旅游资
源、标准化生产及科技示范的多个角度
进行推介。全方位诠释了海淀区的“北
京休闲农业星级园区”特色，进一步突

出了海淀农业特色。这些星级园区积
极探索“农业+”创意融合发展模式，深
入挖掘传统农耕文化，打造农事科普教
育体验基地，推动现代农业与科普教育
相融合，通过举办亲子采摘、家庭农场
等活动促进海淀农业高质量发展。在
这些星级园区里，有的还能采摘到西红
柿、黄瓜、西瓜等丰富多样的蔬菜水果，
让游客们在享受休闲时光的同时，亲身
体验收获的喜悦。

金融赋能
为产业发展再注“活水”

发布服务三农金融政策，为海淀农
业发展再注“活水”。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北京农商银行等多家银行机构参与
本届活动，并针对农业产业（园区）、农
村经济、农民需求发布特色金融产品和
服务方式，精耕细作、稳健发展，将金融
“活水”灌溉至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制
造业、绿色产业等实体经济领域，积极
融入区域、首都、国家高质量发展大局，
成为服务首都实体经济发展和保障民
生的重要金融力量。

文化赋能
樱桃采摘串联农旅风景线

首次提出海淀樱桃CityWalk农旅
风景线，包括多条采摘线路，以及耳熟
能详的植物园樱桃沟、网红打卡地齐物
潭公园、国家级城市湿地——翠湖湿地
公园、知名餐饮品牌餐厅、文化特色院
落等樱桃采摘周边项目，串联为海淀樱
桃初夏采摘悠闲玩法推荐。

“樱桃好吃自己摘，采摘就到海淀
来。”目前，海淀区百余家樱桃园已经硕
果累累，欢迎各地朋友的到来。

昌平区一处高标准
农田率先开镰

本报讯 近日，怀柔区雁栖镇两家农
场荣获北京市第二批市级示范家庭农场
称号。分别是赵启廷家庭农场、张连生家
庭农场。

在过去的一年里，雁栖镇积极发挥组
织协调作用，通过“一码通”赋码、记账软
件应用、种植技术培训、灾害防治与预警
等多种扶持手段，帮助众多家庭农场在适
度规模经营、技术应用、标准化生产以及
农业产业链延伸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作为众多农场中的佼佼者，这两家农场通
过示范效应，在带动小农户发展、促进现
代农业有机衔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
带动镇域的家庭农场发展质量和水平得
到了进一步提升。

据了解，怀柔家庭农场早已遍布怀
柔，2023年度第二批示范家庭农场名单
中，除包括雁栖镇2户在内，怀柔共有20
户家庭农场名列其中。截至目前，全区已
在全国家庭农场名录系统登记信息的家
庭农场共有1093户，大部分以林果业为
主。其中区级示范家庭农场125户、市级
示范家庭农场50户、1户家庭农场典型案
例被全国推广。

自2021年起，怀柔先后开展家庭农
场示范区、家庭农场示范镇、家庭农场示
范户创建工作。家庭农场创建工作的成
功，也带动了其经济的增长。全区125户
区级以上示范家庭农场年平均经营收入
由原有的14.2万元增加到2023年底的
25.03万元。

家庭农场示范镇创建为带动农民当
地就业搭建了良好平台，有效实现了
镇、村及周边劳动力就业。当前怀柔区
家庭农场固定从业人员达2633人，其中
家庭成员劳动力2278人、常年雇工劳动
力355人。 （北京怀柔官方发布）

打造樱桃“甜美名片”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

怀柔区雁栖镇两农场
获评市级示范家庭农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