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更多优新品种走向全国

在小麦新品种的推广种植过程
中，商品种子量少、在京销售网点少、
栽培技术不配套等成为种植户的困
扰。为了打通从选种到增产的障碍，
北京市农业农村局推出了推广专员
机制，搭建起种植户与专家的沟通桥
梁，为每个推介品种确定1名品种推
广专员，为本市种植大户提供专业化

VIP服务。
据悉，新品种推广专员会针对品

种特征特性和在当地种植表现情况进
行推介，在种植户购种前以及种植关
键时期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开展集中
培训、点对点培训，在关键时节、重点
区域赴田间地头对种植户开展种植技
术指导，帮助其快速掌握科学种植方

法，充分发挥新品种最大优势。
“推广专员来自国家、市级科研

院校和品种生产经营单位，他们一直
参与从新品种培育到推出审定的全
过程，对新品种十分熟悉，由他们来
开展推广工作，效果非常好。”北京市
农业农村局种业管理处处长王以中
介绍。

小麦专家巧变品种推广专员

为了促进小麦优新品种在京推广
应用，支撑全市小麦单产提升，北京市
农业农村局同相关区农业农村局、市
级小麦联合攻关单位，组织实施“北京
小麦新品种支撑单产提升行动”，遴选
出了近3年通过审定且表现突出的11
个小麦新品种，这些品种类型涵盖复
耕复垦地专用型、高产稳产型、优质专
用型，包括中麦、京农、京麦等多个系
列新品种。

其中，京麦系列杂交种在盐碱地和
复耕地示范效果显著，北京、天津、河

北、山东、新疆等中轻盐碱区和干旱区
已陆续建立示范网点110个，盐碱品种
区试生产试验平均亩产超过500公斤，
耐盐等级均达到1级。“我们从3年前
就开始种植京麦杂交系列品种，对比
传统小麦，杂交小麦播种量小、节水性
好、管理成本低、单产高，在适应性、抗
逆性、抗旱性等方面具有很强的优
势。”作为种植大户，北京海昌农机服
务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薛新颖对杂交小
麦品种赞不绝口。“今年春天的天气
条件非常有利于小麦生长，小麦成穗

数比上年增加20%，今年应该是个丰收
年。”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副站长王
俊英说。

当前，在北京小麦生产面积最大的
北部顺义区和南部房山区，11个品种
的高标准十亩展示田已经建立。结合
新品种的特点类型，在全市不同水肥
条件下的耕地上进行了2000余亩示范
种植。高产抗逆小麦新品种的“落
户”，为构建新品种高标准示范网络，
辐射带动优异小麦新品种在京郊的推
广应用注入新力量。

11个新品种“落户”高标准示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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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丰台区农业农村局在
国家级农作物品种展示评价基地举办了
2024年度丰台区种植业技术培训班，以
提高全区种植业专业化、产业化、集约化
水平，推动粮食和农作物综合生产能力
提升，培养和提高新型农民种植技能。
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工作人员以及北宫
镇、王佐镇、宛平街道、云岗街道、花乡街
道、看丹街道等从事种植业村民共计50
余人参加了此次培训。

培训邀请到了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
站名优蔬菜专家、北京市农业农村局
12316首席蔬菜栽培专家曹华老师，就袖
珍蔬菜与袖珍胡萝卜栽培技术、鲜食番
茄高品质栽培关键技术，围绕农业最新
的种植技术、管理方法以及市场需求对
学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曹华老师
结合丰台区实际，为学员提供了切实可
行的种植方案和技术指导。学员们表
示，会学习好、吸收好、借鉴好这些农业
种植经验，因地制宜将学习成果加以转
化，努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和质量。

“开展高素质农业种植技术培训，培
养和提高新型农民种植技能，是丰台区
全面落实乡村振兴、巩固推进人才振兴
的具体举措。”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介
绍说，接下来将继续培养和造就扎根丰
台、服务丰台“三农”发展的农业农村人
才队伍，整合多方资源，关注农户需求，
开展更多实用的农业种植技术培训为乡
村振兴提供技术支撑。（据《丰台时报》）

品种好不好 田里瞧一瞧

平谷区东高村镇启动首届南瓜丰收季活动
本报讯 近日，平谷区东高村镇启

动东高村镇现代农业嘉年华，暨南埝
头特菜基地首届南瓜丰收季活动，进
一步整合镇域资源，打造镇域整体IP
品牌，提升“四季东高村”影响力，活
动将持续到6月30日。

“你看，这个南瓜像不像话筒，它
有个好听的名字叫金话筒；这个像
狼牙棒的，叫黑翼天使；这个像香炉
的……这些南瓜因为形状奇特，具有
极高价值，不仅能摆放观赏，还能够
食用。”东高村镇南埝头农业科技创
新产业园负责人刘学强通过直播介
绍道。

本届活动采取线上线下联动模
式，以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和推广
“ 南 埝 头 特 菜 基 地 首 届 南 瓜 丰 收
季”。线上，利用直播平台，通过生动
鲜活的画面和富有感染力的解说，介
绍南埝头村特菜产业发展，提升活动
影响力。还依托“中国乐谷 村播学
院”建设，充分发掘和利用本地农民
主播、抖音达人等群体的力量，通过

网络宣传、直播带货等活动，将南埝
头特菜基地的南瓜呈现在广大网友
面前，让更多的人深入了解南埝头特
菜基地的独特之处。

线下，在活动现场设置特菜采摘
观赏、农业“大咖”科普课堂、专属南
瓜认养、蔬菜宝宝陪你回家、南瓜品
鉴等环节。游客不仅可以打卡拍照，
体验采摘、品鉴南瓜的乐趣；还能现
场聆听农业“大咖”讲解分享南瓜和
特色蔬菜种植经验、技巧。

在南瓜棚内，每一个南瓜都极具
观赏性，十分特别。有的像心形、像
狼牙棒，有的是一个盘形南瓜中叠着
一个蛋糕似的小南瓜，还有的一半黄
一半绿，奇形怪状的南瓜让人目不暇
接、惊喜连连，吸引不少游客打卡拍
照。园区除了欣赏、采摘南瓜外，还
可以采摘水果萝卜、小茴香、韭菜、西
兰花等特色蔬菜。“这些南瓜真有意
思，不光长相奇特，还有很多好听的
名字，而且园区内有很多特色蔬菜可
以采摘，听着农业专家的讲解，真是

长见识了。”游客王女士说。
据了解，东高村镇加大与北京农

学院、中国农业大学等6家科研院校
合作力度，推广应用新技术，提高镇
域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引进中国科学
院等科研院校专家入驻科技驿站，为
东高村镇现代农业发展提供科技支
撑。在镇校共建背景下，南埝头村结
合村域实际，从北京农林科学院引进
7个食用南瓜品种、30余种观赏南瓜
品种以及20余种特菜品种。邀请北
京农林科学院等院校农业专家深入
田间地头指导栽培及管理技术，以新
品种为致富新增长点，大力推进特色
种植向产业化发展。

今后，东高村镇将结合镇域资源
优势，引进先进技术和优良品种，积
极引导经营主体在品种选择、种植管
理等方面做文章。坚持科技引领，探
索科技与农业深度融合发展，让更多
优秀科研成果转化落地，持续推动东
高村镇农业高质量发展。

（北京平谷官方发布）

丰台区组织开展
2024年种植业技术培训

本报讯李洪亚“农历五月，杏黄麦熟”，
在苏家坨镇的各大果园内，全国农产品地理
标志——玉巴达杏已经压弯了枝头。

每年5—8月，苏家坨镇的玉巴达杏、
樱桃、油桃、毛桃、水蜜桃等水果依次成
熟，眼下正是采摘玉巴达杏的最好时
节。“自从知道这边种的玉巴达杏好吃，
这几年每年到时间就过来采摘，回去跟
亲朋好友分一分，自然熟的就是好吃，特
别甜。”前来采摘的韩女士一边采摘一边
说道。

杏树枝头挂满了果子，底色泛黄，朝
向太阳一面呈鲜艳红色。据介绍，“玉巴
达”在满语中是好吃的意思，玉巴达杏就
是好吃的杏。

在北京海淀地区，栽培杏已有500多
年历史，据记载，明代时期玉巴达杏作为
贡杏享誉京城。据清《帝京岁时纪胜》描
述：“杏除香自、巴达杏之外，有四道河、海
棠红等杏，仁亦甘美。”其中，巴达杏说的
就是玉巴达杏。

苏家坨镇地域面积广，浅山区与平原
区相互交错，山区昼夜温差较大，土质、水
质优良，具有先天的果树种植地理优势。
海淀玉巴达杏主要分布在海淀区西山东
麓沿线，三面环山形成一个C型山洼，4月
初开花、6月上旬成熟。苏家坨镇西埠头
村、车耳营村、草厂村、七王坟村都有广泛
种植。

苏家坨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
于宝海介绍：“苏家坨镇现有果园面积约
1.6万亩，其中杏树的种植面积约3800亩，
玉巴达杏的种植面积约1100亩，亩产约
1000斤。我们从栽培管理、修剪等技术方
面，以及政策方面给予果园农户指导，同
时，还畅通销售渠道，来保障果农种的好
果还能卖个好价钱。”

海淀区玉苏家坨镇
地标农产品巴达杏成熟

——北京市小麦新品种观摩培训会侧记
“这是优质强筋小麦品种‘中麦Z21’，咱们日常吃的面包都是用它做的。这是‘京农14-95’节水型小麦品种，非常

适合在北方种植。还有这个杂交小麦品种‘京麦189’在盐碱地里长得特别好……”近日，在北京市顺义区北小营镇的小
麦新品种展示示范田里，正在进行一场小麦新品种观摩培训会，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的杂交小麦研究员田立平向百余名市
区农业技术人员、合作社代表和种植大户，像介绍自家孩子一般细数着各个小麦品种的特性。田间小路上挤满了观摩人
员，他们边听边用手机扫描麦田展示牌上的二维码进行“看禾选种”。阳光下，一颗颗小麦穗粒饱满，一派丰收的景象。

据了解，北京市农业农村局正在加
紧推进新品种研发推广应用一体化工
作。这11个小麦优新品种是小麦联合
攻关单位最新研发的突出性成果，如今
在京郊大地做到了首套落地。它们围
绕北京小麦种植生产的两个重点方向，
既为复耕复垦地提供了稳产高抗的杂
交小麦品种，又为高水肥耕地提供了优

质优价的小麦品种。
去年，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已遴选了

10个在京种植5年且稳产性、抗逆性较
好的小麦品种，去冬今春在京推广应用
19.1万亩，占到全市小麦种植面积近一
半，预计增产幅度达到3%以上。今年遴
选的11个小麦品种将进一步丰富小麦新
品种生产应用梯队，持续推进迭代升级。

北京研发的优新品种不仅能令本
地自足，还可服务全国。据悉，2023—
2024年，国家主推小麦品种中有20%来
自北京。北京首次为小麦优新品种打
造应用示范场景，将让更多优新品种从
京启航，辐射津冀，服务全国，为全国小
麦产能提升作出更大贡献，助力农民增
产增收。 （芦晓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