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在北京市大兴区魏善庄镇，有
一个地方，梨树成林，技术高超，口感绝
佳，这就是北京壁海林果的精品梨基地。

梨子品质有保证

这座基地建于2000年，占地350亩，
俨然是个梨的“王国”。基地不仅是梨果
的栽培地，更是一个集新技术、新品种引
进、试验示范、果树技术培训、果品冷藏、
检测销售和旅游观光采摘于一体的高科
技试验示范园。这里的梨，个个都是精
品，口感甜美，品质优良，好果率高达90%
以上。如此优秀的梨子，70%都能进入超
市和果品配送中心，成为千家万户餐桌
上的美味。

基地凭借先进技术、优质品种和科
学管理，成为大兴区果蔬种植示范基地
和果树技术培训中心。基地免费为农民
提供技术咨询，多次邀请国内外专家指
导培训。依托市、区果树专家，重点培训
嫁接、肥水、绑缚嫁接枝等技术，推广高
效密植栽培，促进了周边经济发展。

梨树也要“计划生育”

2005年，基地开始实行有机生产，并

在2007年获得有机食品认证，真正做到
了绿色健康。2014年，引进了矮砧密植
新技术，对原有品种进行了大改造，种植
新品种红香酥、雪青、新梨7号，每亩种植
320株。2016年，这些梨树开始结果，采
用人工授粉、疏花疏果、果实套袋等新技
术，使得梨果品质更上一层楼。好果率
90%以上，每一颗梨都经过严格筛选。

精品梨基地拥有700平方米的冷藏
保鲜库，可储存700吨新鲜梨果，还有350
平方米的选果车间，内设选果机、打蜡
机，对梨果进行精细挑选和包装。如此
先进的设施，让这里的梨果始终保持新
鲜，品质如一。

提高品质打响品牌

基地主要品种为黄金、丰水等砂梨
系优秀品种，分为高接换优和高效密植
等两种栽培方式。2022年，为满足辖区
群众需求，依托老北京果园项目，基地
在黄金、丰水等砂梨系优秀品种基础
上，推进新品种嫁接工程，共嫁接3000
株。品种包括老北京的佛见喜、京白、
红肖梨等，全部采用高接换优技术。丰
富了园内的品种，为辖区果农提供了更
多的选择。

据了解，为了提升梨的品质，留住这
份老味道，魏善庄镇下了大力气，通过施
肥、修剪、有害生物防治、花果管理等各
类技术手段，与相关技术部门合作，提高
授粉的品质，采取绿色生态培育管理技
术，使用的肥料以有机肥为主，以多种措
施防治病虫害等。功夫不负有心人。目
前，部分黄金、丰水梨含糖量近15%，口感
和甜度俱佳，成为辖区群众首选。

此外，2023年，基地规模在原有的基
础上更新打造标准化园区40亩，种植优
新老品种3个，示范推广有机生产技术
380亩。采用了人工授粉、疏花疏果、果
实套袋、矮砧密植等新技术，优化红肖
梨、红酥梨、京白梨、广梨品种基因，守住
大兴区水果特有优新品种资源的同时，
打造老北京水果新品牌。

下一步，魏善庄镇将继续紧抓区位
优势，依托南中轴文化带、“百千工程”
等发展机遇，笃定信心、勇毅前行。同
时强化果品种植、加工等产业之间的互
促共进作用，实现产业协同发展，拓展
梨产业发展链条，努力实现春季有花、
夏秋季有果，全年有产业、全民共致富、
全域同发展的新时代党建引领乡村振
兴美好景象。

（北京大兴官方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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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田兆玉 日前，通州区共
搜集到 20份老北京特色作物种质
资源，在种质资源品种繁育的基础
上，部分品种经过筛选后，将在区内
种植推广，让市民重新品尝到熟悉
的老味道。

“从果肉的厚度、香气、甜度等
方面来说，海南岛甜瓜等 4个老口
味甜瓜品种最受欢迎，广大种植户
播种意愿强烈。”日前，通州区种业
技术服务中心邀请十几个园区的负
责人到北京三宝香农业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基地，参加老口味甜瓜的
现场品鉴活动。这些老口味甜瓜，
一部分就是通州区开展农作物种
质资源普查与征集工作寻回的“老
品种”。

据了解，作为农作物种质资源
普通普查区，区种业技术服务中心
于 2022年完成了通州区开展农作
物种质资源普查与征集工作，完善
1956年、1981年和2014年三个时间
节点的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表。此
次共征集到粮食、蔬菜、果树、经济
作物、牧草等作物的珍稀、名优、老
北京特色作物种质资源20份，并填
写农作物种质资源征集信息表。对
新征集到的农作物种质资源进行初
步的整理、鉴定、分类后，已将相关
的信息报送市种子管理站，为农作
物种质资源的进一步鉴定、评价做
好相应的基础工作。

为了更好地保护好通州区已搜
集种质资源和老北京特色农作物种
质资源，区种业技术服务中心已经
开始对现有种质资源进行繁育保护
并共享开发利用。

“对于有意参与项目的园区进
行实地考察，我们综合考量园区的
基础设施、技术力量、生产能力，重
点是是否具备隔离条件等方面因
素，通过三方比价，最终确定在北京
三宝香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园区
内对征集的种质资源和老北京特色
农作物种质资源分批进行繁育。”区
种业技术服务中心品种审定室室
长、农艺师贾文辉表示。

依托种质资源繁育项目，区种
业技术服务中心开拓思路，于2024
年先后举办了多场集中品鉴展示活
动。将近年来市场较流行的口感型
番茄、炫彩系列西瓜、黄色系鲜食玉
米共33个品种分批展示，先后邀请
园区的负责人和从业人员参加品
鉴，共筛选出12个大家认可的优良
品种。

一方面保护老品种，做好繁育
工作，另一方面为大家推荐更多优
质农作物新品种，改善园区之间品
种同质化造成的低价竞争压力。“我
们将依托种质资源繁育项目，推广
老口味品种，让传统口味农作物品
种有所传承，不丢失。同时，为园区
提供更多更独特的品种选择范围，
联合市里的技术专家共同为大家提
供种植的技术支持和优质服务。”区
种业技术服务中心品种审定室高级
农艺师冯广顺表示，接下来，区种业
技术服务中心会提供适量种源，满
足园区的种植需求，并联系北京市
种子推广站的专家进行技术培训和
田间指导。

找回老北京的老味道延庆区设施农业“点亮”增收致富“新引擎”
本报讯 韩洁 从延庆区农业农村

局了解到，延庆区通过建设现代化大
棚、引入先进科技设备，积极推进设施
农业发展，在丰富首都“菜篮子”供给
的同时，为农户开辟了一条增收致富
的新途径。

2023年，区农业农村局通过实施以奖
代补项目，扶持永宁镇、旧县镇、延庆镇等
9个乡镇25个农业园区新增及提升改造设
施农业面积1422.5余亩。目前已投产的
24个园区 2024年上半年蔬菜产能达
5655.6吨，较项目实施前提升1526余吨，
上半年收入约3661.4万元，较去年同期增
长了65%，带动455名村民稳定就业。

在茂源广发种植基地的瓜棚里可以
看到，又一批顶花带刺的优质黄瓜成熟上
市。农户们顺着瓜藤采摘黄瓜，打包装进
泡沫箱里，当天摘的黄瓜估计有1000公
斤，丰收的喜悦“甜”到了农户心头。

在新建成的黄瓜棚里，科技温室智
能管控设备成为大棚的“智慧大脑”。通
过操作面板，温室内温度、湿度、光照等
环境因素就能得到精确控制，为黄瓜生
长提供最佳的环境。物联网技术的应
用，还实现了自动灌溉和施肥，既节约水
资源、提高肥效，又大幅提升了黄瓜的产

量和品质。
“咱们的日光温室，白天吸收热量、

夜间释放热量，顶部还安装了保温棉被，
即使是在室外零下15度的寒冬，依然能
确保蔬菜正常生产。这使我们大大提高
了产量和经济效益。目前，基地新建大
棚20栋，总面积达4万多平方米。”茂源广
发种植基地负责人韩永茂说。

随着设施农业的发展，大棚果蔬种
植产业实现了“一年两收”向“四季丰收”
的转变，带动了越来越多的农民搭上“致
富快车”。韩永茂介绍，种植大棚蔬菜弥
补了本区冬季不能生产茄子、辣椒、黄
瓜、豆角的短板，避免了蔬菜扎堆上市时
卖菜难、价格低等问题。

产业发展是农民增收致富、实现乡
村振兴的基础。在永宁镇西关村的幸福
之庄合作社内，新建好的钢架塑料大棚
一排排整整齐齐，棚内一株株生菜苗郁
郁葱葱，工人们正忙着补苗、洒水，积极
做好夏茬种苗供应。

幸福之庄合作社负责人魏冬星说：
“相较于其他棚，咱们这个棚的层高更高、
通风更好。目前，合作社主要开展生菜育
苗工作，这样可以实现春茬提前半个月、
秋茬晚半个月，能够多种一茬，中间还能

穿插种植蔬菜，产量得到较大提升。”
据了解，幸福之庄合作社依托设施

农业提升改造项目，新建50栋大棚，面积
5.27万平方米，基地培育生菜苗12万株，
能够供应全区3000亩生菜种植需求，成
为保障当地蔬菜供应的重要力量。产量
的提升不仅为农户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还带动了周边村民的就业。一年下来，20
多人在合作社稳定就业，实现了在家门
口增收的愿望。

设施农业的发展，不仅是农业生产
方式的变革，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生动
实践。土地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为
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祉，也为农村
经济的繁荣注入了强大动力。“在延庆区
农业生产当中，蔬菜全年化生产是一个
短板。这几年，我们加大了对设施农业
建设的政策扶持力度，推动全区的设施
农业迈上新台阶，不仅面积得到了增加，
产量、质量也得到了很大提升。2024年
上半年，全区蔬菜产量比去年同期增加
了58.5%，冬春蔬菜产量显著提高。我们
会继续加大设施农业建设力度，做好老
旧设施农业设施提升改造工作，为完成
全区稳产保供任务打好基础，助力农民
增收。”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郭红兵说。

本报讯 今年，怀柔区雁栖镇交界河
村蓝莓园喜获国家有机认证，这不仅体
现了种植团队在生态农业领域的卓越追
求，也引领了雁栖镇农产品可持续发展
的新标准。

当前，蓝莓园共有10栋大棚，可种植
蓝莓8000余株。园内采取“村集体+公
司”的运营模式，经过试种植，筛选出适
宜本地种植的蓝莓品种，作为“雁栖八
珍”之一，颇受消费者青睐。

交界河村蓝莓园自成立以来，一直
秉持绿色、有机的种植理念，采取科学的
种植方法和严格的质量控制措施，从土
壤改良到病虫害防治，从水质纯净到有
机肥料的使用，以及管理、采摘、销售等
每一个环节都坚守着有机农业的原则，
通过科学的方法监控果实的品质。

特别是还建立了完善的有机管理体
系，包含质量控制、记录保存、内部检查和
跟踪审查等内容，以全程可追溯的方式，

保障交界河村的蓝莓安全、健康、品质高。
据了解，交界河村蓝莓园有效壮大

了村集体经济，也为附近村民提供了多
个就业岗位。此次获得国家有机认证，
更好地擦亮了交界河特色种植的名片，
为蓝莓园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接下来，交界河村将推动有机种植
和智慧种植相结合，运用科技手段检测
果实成熟度、杂草生长、病虫害等情况，
实现农业智慧化，助力乡村振兴。

怀柔区雁栖镇蓝莓获国家级有机认证

大兴区魏善庄镇以梨为“媒”推动乡村振兴

通州区全力搜集老北京
特色农作物种质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