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王可心 近日，“特色杂粮新
品种展示观摩会”在北京市密云区河南
寨镇神奇种子农场召开，集中展示了20
个优质甘薯、20个特色谷子新品种，它
们都是市区两级农业技术部门联合中
国农业大学及市农科院引进和筛选的。

农场内，满目金黄。防鸟网下，密密
的谷穗下垂，一片丰收景象。走近看，却
不那么整齐——不同大小、高矮、颜色的
谷子，将整块田分割成一个个小田块，每
个小田块旁插着牌子，标注着品种名称。

顺着田间小路向前，甘薯地里同样
种植了不同品种，田埂上摆着刚挖出的
甘薯，模样各不相同，有大有小，有细有
粗，有红瓤，有粉白瓤，有黑紫瓤。这些
新品种有来自北京农业院所的新成果，

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优良品种。
“这些都是最新成果，各有特色。

比如紫色甘薯新品种紫晶香，兼具营养
与口感；烟薯系列肉质柔软细腻，口感
沁甜，特别适合烤着吃；映山红掰开看
红色自芯向外晕开，像晚霞一样。还有
中谷19、京谷2号等，熬成小米粥，风味
也各不相同。”农场负责人安立辉逐一
介绍，并邀请大家现场品鉴。

“随着生活水平提升，人们对粮食
作物的需求更加多样化，新品种引种和
筛选工作也随之变化。”市农业技术推
广站正高级农艺师李仁崑介绍，以甘薯
为例，以前个头大的最受欢迎，现在口
感更好的中型或中小型更受青睐。还
有一些个性化的新品种，可以满足蒸、

烤、涮火锅等不同需求。此外，新品种
还要能适用全流程机械化种植。

近几年，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围绕鲜
食玉米、甘薯、谷子等，持续筛选迎合市
场需求的新品种。今年，聚焦新品种、
新技术、新产品，市农业技术推广站联
合科研推广单位，在全市打造10个特色
粮经作物提质增效示范点。

密云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徐美艳
说，密云山区面积占4/5，土层深厚疏
松、保水保肥，再加上气候冷凉，昼夜温
差大，非常适合甘薯、谷子等杂粮作物
生长。目前，已相继打造了金叵罗小
米、石匣甘薯特色品牌，下一步将继续
打造特色杂粮品牌，提高产品附加值，
增加农民收入。

密云区助力提升特色杂粮产品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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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优农”为朝阳区
社区邻里节注入新活力

本报讯 李佳 近日，北京市朝阳区第
六届“社区邻里节”活动核心区域以“‘北京
优农’品牌矩阵化主题直播+丰收市集+文
创体验”为主线，其中，“北京优农”品牌作
为一张亮丽的京郊“土特产”名片，吸引了
众多市民参与。

此次“北京优农”品牌主题直播活动由
北京市数字农业农村促进中心、北京市朝
阳区人民政府双井街道办事处和北京青少
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共同主办，中国邮政
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邮政电子商务局承
办。活动全面融入了朝阳区第六届“社区
邻里节”，为市民提供了一个深入了解北京
农业和邮政农文化的绝佳机会。

活动现场邀请了15家“北京优农”品
牌企业，展销的特色农产品多达100余种，
其中包括密云的蜂蜜、水库鱼，房山的牛肉
酱、小番茄、牛羊肉，通州的无花果、软枣猕
猴桃，平谷的红薯、栗子、土鸡蛋以及首农
集团的串收番茄和京华茶叶等。

朝阳区邮政分公司也带来了4个支局
3家主题邮局的参展产品，让市民们享受
丰收硕果的同时品味邮政文化。值得一提
的是，北京邮政的16个区分公司23个直播
团队开展了矩阵主题直播，让市民能够通
过屏幕感受到丰收市集的热闹氛围，饱览
邮文化的丰富内容，通过京郊旅游线路了
解京郊特色，参与资源循环旧物回收的绿
色行动，以及感受“北京优农”品牌矩阵化
主题直播的独特魅力。

为了增加活动与市民的互动性，主办
方还特别推出了“集戳打卡”活动。市民参
与热情非常高，千余人参与“集戳打卡”，并
获赠一份“北京优农”纪念品，提高了品牌
的认知度。

延庆区珍珠泉乡
发展特色水果产业

本报讯 俗话说“一梨润三秋”，深秋时
节正是吃梨的好时候。眼下，是北京市延
庆区珍珠泉乡中华富硒梨成熟收获时期。

在珍珠泉乡珍珠泉村，40余亩中华富
硒梨成熟上市。果农们忙碌在梨园里摘
果、搬运、装箱，一派繁忙丰收景象。阳光
透过树隙洒落在果农们的脸上，处处弥漫
着收获的喜悦。

据了解，2017年珍珠泉村从河北省种
植基地引进了5000棵富硒梨矮化树苗，通
过土地流转，在村边开展中华富硒梨规模
化种植。今年已经是珍珠泉村种植富硒梨
的第8年，经过多年的培育、养护，今年富
硒梨的产量更是格外喜人。

“今年是我们村中华富硒梨的高产年，
预计产量达到了3万斤。除了已经通过渠
道销售的，我们还有不少可以进行零售的
富硒梨。按照市场价5元/斤计算，今年能
助力村集体增收12万元。”珍珠泉村党支
部书记于甫琴说。

自从种植中华富硒梨以来，除每年5
至10月提供两名固定管护员岗位外，梨树
整个生长期还需20余名村民做压枝、除
草、除虫、采收等工作，不仅让村民学到了
种植技术还能获得额外收入。

希望的田野果香四溢，美好的乡土大
有可为。珍珠泉村紧紧围绕产业富民、乡
村振兴主线，立足当地资源优势，通过发展
特色水果产业、种植中华富硒梨、林下套种
大豆等方式，有力带动了村民增收致富，也
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能。不断向实现农
业强、农村美、农民富迈进。让农民钱包更
鼓、生活更好。 （北京延庆官方发布）

北京全力打造一流“农业中关村”
本报讯 从北京市平谷区科协科技

中心获悉，近年来，北京坚定推动农业
科技创新发展，全力打造一流“农业中
关村”，平谷作为“农业中关村”的主阵
地和核心区，全力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和
交流合作，打造农业强国的首都窗口，
以更好服务首都发展和农业强国建设。

以农业科技创新补短板强弱项。科
技创新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
近年来，平谷始终坚持以科技创新补齐
农业发展短板和弱项，积极建设“农业中
关村”，稳步打造“农业中国芯”，不仅成
功获批“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国家现代
农业（畜禽种业）产业园”，也是全市首个
入选国家级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
的区域，平谷国家农业科技创新港也已

全面转入“规划建设阶段”。
以多元合作搭建科技创新平台。北

京有全国最好的农业高等院校、全国最多
的涉农科研机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
到了75%。近年来，平谷围绕“农业中关
村”建设，深化与科研院校合作，全力建设
一流的新型农业科技研发机构和重点科
研项目；创新了“政府+科研机构+企业”
的金三角合作模式，与荷兰瓦赫宁根大学
等科研院校和首农等龙头企业深入合作，
以多元合作服务好首都建设。

以应用导向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农
业科技创新的核心价值在于将研究成果
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为走好现代化农业
强国道路，以应用为导向，推动更多科技
创新成果转化落地，就成为了建设好“农

业中关村”的关键路径。近年来，平谷持
续筑牢“金三角”，探索建立农业科研成
果转化应用机制，推动建设农业科技领
域成果转化基地和农业技术交流培训中
心；积极培育新型生产经营主体，加快
“博士农场”建设，锚定优化农业科技创
新成果转化落地机制建设。

建设具有全国引领力和全球影响
力的农业科技创新中心，要做好世界农
业科技创新大会的后半篇文章。这就
要求，要在打造农业高新技术企业与农
业研发机构集群、科技人才聚集地、农
业科技成果转化辐射源等方面持续发
力，让“农业中关村”真正成为首都构建
农业科技创新格局的关键一招，更好服
务中国式现代化。

本报讯 田杰雄 日前，第二届北京
苹果嘉年华暨第二十一届昌平苹果文
化节开幕式在昌平区白浮泉公园举
行。从现场了解到，今年昌平区苹果种
植面积在2万亩左右，昌平崔村镇作为
主力产区苹果年产量将超过5000吨。

产值过亿，2万亩苹果迎来
丰收季

日前，在白浮泉公园河畔，二十一届
昌平苹果文化节开幕式拉开帷幕。据
悉，为打造昌平苹果品牌，推动都市现代
林果业发展，2004年起，昌平区每年举办
“苹果文化节”，迄今已连续举办二十一
届，成为推介昌平苹果、宣传昌平旅游、
弘扬昌平文化的重要平台，也是享誉全
市乃至全国的精品文化旅游品牌。

活动与崔村苹果小镇、兴寿辛庄艺
术区、百里环廊生态沟域等文旅休闲区
块形成联动效应，以苹果观光采摘带动
红叶文化、长城文化、明文化、温泉文化
等特色多样的昌平秋季休闲游憩体验
融合发展。

昌平区是北京市最为重要的苹果
生产基地。近年来，随着都市型现代农
业的发展，“昌平苹果”已成为北京特色
农业的代表，成为昌平又一张响亮的
“城市名片”。2006年，“昌平苹果”被认
定为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并于2015
年和2017年两次登上全国名特优新农
产品目录。

“昌平苹果”品牌价值已达12.04亿
元。目前全区苹果种植面积约2万亩，
涉及10个镇街、118个村，年产量1000万
公斤左右，产值稳定在1亿元，惠及全区
2400户苹果种植户，成为昌平区果农增
收致富最稳定的渠道之一，在推动全区
绿色发展、富民增收、稳定农村绿岗就业
等方面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富士、王林、黄元帅……开幕式当
天，白浮泉畔共展示了24个苹果品种，
但这也只是昌平苹果品种中很小的一
部分。昌平区园林绿化产业促进中心
高级工程师王世升介绍，截至目前，“昌
平苹果”共有520个品种作为品种资源
储备，“今天带来的有一部分是如富士、
王林这种占昌平苹果种植面积近八成
的传统品种，也有一部分是这些年市场
接受度比较高的新品种。”

王世升表示，尽管今年雨季持续时
间较长，初春又遇到短暂的倒春寒，但
好在前段时间昼夜温差比较大，也让苹
果积累了不少糖分，“总体而言，今年气
候对于苹果生产的影响没那么大，咱们
昌平苹果也一如既往汁多味甜，保持住
了很好的品质。”

老树复壮，崔村镇示范基地
让苹果树重返青春

昌平区苹果种植区，崔村镇独占超
三成，这里也是“昌平苹果”的核心产
区。近年来，崔村镇推动农文旅体商融

合发展，大力发展绿色苹果产业，打造
苹果特色小镇。全镇有标准化苹果园
6000多亩，果品40多种，农民专业合作
社38家，苹果种植户460户，苹果年产
量超5000吨，产值4300余万元。

近日，在崔村镇的一家苹果采摘园
区看到，刚刚经历一场秋雨后，枝头上
红透的苹果还带着水气儿，凑到跟前还
能闻到淡淡的苹果香气。当下正是苹
果集中成熟的季节，果园内还有不少市
民专程来“打卡”，“本地苹果的成熟度
比外地高，爱吃苹果的人一口就能尝出
不一样。”

在独特的山前暖带之中，崔村产区
的苹果以甜脆闻名。“而且许多市民在
苹果切开静止一段时间后，也会发现它
们比普通苹果更不容易被氧化。”昌平
区崔村镇副镇长胡涵清说道，这也得益
于崔村独特的环境、气候、土壤及水源。

另外，胡涵清还提到，崔村镇的“老
北京水果示范基地”也在今年落地，基
地运用前沿技术与苹果种植相结合，更
有助于让果园里的老树复壮，“一般苹
果树的寿命在50岁左右，目前崔村大多
数果树的年龄已经在30岁上下了，我们
也希望通过播种施肥的技术，复壮养护
果树，进一步提高苹果产量。”

据悉，昌平苹果最佳成熟采摘期从
10月中旬持续到11月底，主栽品种红
富士于10月20日前后大批量上市，其
他特色品种如锦绣海棠、红色之爱、维
纳斯黄金等也已陆续上市。

昌平区做大做强绿色苹果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