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北京昌平大力发展东西垄向的宜机化栽培模式，大幅度提高机械化作业水平。但随着
种植垄向的改变，作物生长的光热气环境也发生了变化，传统的水肥管理模式无法适用。针对这一
难题，在位于昌平区小汤山镇的国家精准农业研究示范基地内，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智能装备技术研
究中心给出了一份“高科技”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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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平区发力设施农业保障农产品品质

本报讯 密云区立足资源禀赋，不
断探索农文旅特色产业发展新路径，拓
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动乡村振兴结
出“丰硕果”。

金秋的密云水库，水丰鱼肥。溪翁
庄渔街内弥漫着鱼香味，慕名而来的游
客品尝水库鱼的特色吃法。新鲜肥美
的水库鱼不仅带动了渔街经济，也带动
了周边民宿的发展。

密云印象餐厅运营部负责人史其
博然表示：“自打密云水库开渔以来，来
我们这里吃鱼的客人那真是络绎不绝，
尤其是节假日期间，翻台率特别高，仅
十一期间客流量就有三千多，比去年同
期增长了不少。”

“我们民宿离密云水库特别近，来
密云赏水库美景、品尝水库鱼的游客
大多数都会选择来我们这边住。”密云
印象云溪民宿店长冯思佳说道。

好山好水出好鱼，如今密云水库
鱼实现了全域有机认证，成功注册
“密云水库鱼”图形商标。好山好水
也让旅游经济不断升温，露营、采摘、
乡村咖啡、农场等旅游新业态，吸引
了众多游客前来体验。同时各镇通
过举办世界蜜蜂日、梨花文化节、观
鸟经济沙龙等特色活动，推进农文旅
深度融合。

密云区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
经验，以“五兴乡村”建设为抓手，坚
持生态优势赋能乡村振兴，因地制宜
培育特色产业。在库南平原地区发展
以西红柿为主导的设施农业，在库北
地区发展以甘薯、谷子为主的特色产
业。形成了“水库鱼、特色蜜、环湖
粮、山区果、平原菜”为重点的特色农
业，擦亮了“蜂盛蜜匀”“密云八珍”等
特色品牌。

据区农业农村局产业化服务中心
工作人员孔令鑫介绍：“密云区围绕西
红柿特色品种、特色品质、特色品类、
特色品牌四个方面，积极推进西红柿
特色产业提质升级，通过扩大种植规
模、调优品种结构，推进品牌建设。如
今密云区被列为全市唯一的西红柿特
色产业集群核心区，拓宽了农民增收
致富的渠道。”

宜农则农，宜游则游。巨各庄、
河南寨等镇发展起特色蔬果采摘产
业；石城、溪翁庄、北庄等镇推出了研
学游产业、高岭、冯家峪等镇的蜂产
业蓬勃发展……如今，特色产业在密
云遍地开花。随着农业合作社、农产
品电商的不断兴起，密云特色产业发
展道路越走越宽，乡村振兴焕发出了
新活力。

（北京密云官方发布）

密云区发展特色产业助农增收致富

本报讯 许鑫 日前，以“‘百千工
程’树典范 联农带农促振兴”为主题
的“北京优农”品牌矩阵化溯源直播
活动在海淀区首农翠湖工场开播。
来自北京邮政的17个直播团队齐聚
一堂，全方位、多角度地向全国网友
推荐“知翠”串收番茄、“御前青玉”
京西稻米及京郊各区的特色优质农
产品。

活动现场开展了市、区两级线下
对接座谈会，围绕农产品销售、社区
团购、农事体验、品牌建设和知名度
提升开展了讨论，为海淀区的“北京
优农”企业打通了北京邮政及永辉超
市销售渠道。

本次活动，“知翠”串收番茄尤其
抢眼，这是由首农翠湖工场20万平方
米智能连栋温室种植的高品质番茄，
首农翠湖工场已建成京津冀地区最大
的单体连栋温室，代表了都市智慧农
业的先进水平。“知翠”串收樱桃番茄
选用欧洲进口品种，以优良的串形、黄

金酸甜的口感、浓郁的果香和丰富的
汁水著称。工场采用数字化智能管
理、无土栽培、熊蜂授粉等先进技术，
确保番茄自然成熟，风味浓郁。为全
面提升海淀区特色农产品的知名度和
销售量，活动特邀首农翠湖工场、京西
稻品牌推介官及技术人员到主直播间
进行品牌推介，通过直播活动形成线
上线下互动模式，宣传推广海淀区特
色农产品。活动主直播间12点结束直
播后，通过数字人直播方式持续到17
点，累计观看人数10.16万人次，直播
交易额91.36万元。

2024年，在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
指导下，北京市数字农业农村促进中
心携手北京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各涉农区农业农村局、北京市邮政
电子商务局及各区邮政分公司，为“北
京优农”品牌企业搭建了电商销售平
台，旨在通过创新的数字营销手段，为
农产品打开更广阔的市场空间，促进
农民增收。本次溯源直播活动是2024

年“北京优农”品牌宣传推介的终场活
动。全年累计举办了13场溯源直播
活动和5场“北京农业在社区”主题公
益特色市集活动。

在 13场矩阵化溯源直播中，每
一场活动项目团队都精心策划，邀
请了海淀区知名农业专家、新农人
和行业影响者参与直播。在社区举
办的“北京农业在社区”特色市集活
动中，主办方精心挑选优质农产品，
确保每一件产品都新鲜、健康，符合
“北京优农”品牌的标准与定位。市
集活动不仅为社区居民提供了新
鲜、安全的农产品，还通过现场互动、
品鉴等形式，让消费者体验产品的独
特风味和品质。

这些活动的开展显著提升了“北
京优农”品牌的市场销量。据统计，活
动开展以来，参与企业达到112家，通
过溯源直播、常态化直播、特色市集、
线下体验等活动累计服务人数325.83
万人次，销售额近2000万元。

“北京优农”溯源直播销售额近2000万元

本报讯 眼下，正值设施番茄秋
冬季管理的关键时期，国家精准农
业研究示范基地 15号日光温室内，
一颗颗番茄绿宝石般点缀在秧苗之
间，晶莹剔透、十分喜人。与其它采
用东西垄向栽培模式的温室不同，
该温室内每垄番茄植株长势健壮，
实现了田间“大智慧”管理。这和在
此成功打造的宜机化日光温室水肥
精准管理模型与变量灌溉应用场景
密不可分。

“我们在这里首先构建应用了物
联网监测系统，包括有像空气温湿
度、光辐射、土壤含水量、作物长势等

方面的监测，这些监测感知设备都是
我们团队自研的产品。同时我们也
在这里应用了基于光辐射驱动的水
肥变量精准灌溉管控技术模式，实现
了以畦为单位的分区变量灌溉。相
比传统均量灌溉技术模式，该模式可
节水 10%以上，提高产量 5%至 10%，
也保障了果实的品质。”北京市农林
科学院智能装备技术研究中心高级
农艺师李友丽表示。

该应用场景推行的宜机化日光温
室水肥变量精准灌溉解决方案属全国
首创，具备系统性、可复制、性价比
高、本土适应性强等诸多优点，符合日

光温室生产智能化、数字化建设需求，
现已从昌平“走出去”，在京郊其它地
区和津、冀、宁等多省市都得到了推广
应用。

“基于这个模式、场景的基础，我
们也在继续针对作物模型的构建进行
相关的研究工作，从作物的角度去实
现一个在线化、智能化的作物生长动
态识别，使水肥管控更加精准、更加的
智能，来保障农产品的质量和品质，让
首都市民可以吃到更多好吃、放心的
蔬菜，全力支撑北京市设施农业高质
量发展。”李友丽表示。

（北京昌平官方发布）

本报讯 肖威 如何让辣椒更有辣味
儿？这个和人们生活相关的问题，背后蕴
含着复杂的科学原理和技术探索。在北京
市海淀区农业农村局下属单位植物组织培
养技术实验室（以下简称“海淀区组培室”）
的实验室和上庄农业科技园，科研人员们
正在为寻找答案而不懈努力。海淀是北京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区，在生物育种方
面走在前列，一直以来通过科技的力量，为
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新活力。

科技创新推动种业发展不断前行。科
技创新是推动种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在海
淀区组培室的实验室里，科研人员们通过
优化单倍体培养技术、改进组织培养技术，
为种质创制、新品种培育和优质种苗生产
提供技术支持。

据了解，自20世纪80年代，海淀区组
培室就开始了甜辣椒花药培养技术的探
索，从外植体的选取到植株的再生，每一步
都凝聚着科研人员的智慧和汗水。正是这
种基础创新的力量，让海淀区组培室在单
倍体育种和果树苗木优质种苗培育方面取
得了显著成果。

海淀区组培室高级农艺师邓晓梅说：
“我们利用花药培养技术育成了国内外第
一个甜椒花培品种‘海花三号’，并大面积
推广应用。关键技术获得国家发明专利4
项，始终处于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科
技成果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北京市
科技进步一等奖等重要奖项17项。除了
花培技术，我们还利用组培脱毒和快繁技
术，进行樱桃砧木、草莓、甘薯等组培苗规
模化生产，为海淀农业种植主体提供了大
量优质种苗。”

加速园艺新品种落地应用。在海淀区
组培室上庄农业科技园的温室大棚中，采
用了实验室创新的单倍体育种技术和植物
组培快繁技术培育的蔬菜新品种和优质种
苗正茁壮成长，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在
这里，海淀区组培室的技术得以落地应用，
不仅选育出了多个在市场上获得大面积推
广的新品种，还提高了种苗的成活率和品
质，提升了种植效率，为当地农业带来了良
好的经济社会效益。

“农业科技园作为服务海淀‘三农’的
前沿主阵地，承载了多项重要任务，一是开
展茄果类蔬菜生物育种，选育优质辣椒、茄
子新品种；二是开展种苗繁育，每年为海淀
农业种植主体提供优质种苗（组培苗）近百
万株；三是开展科技成果示范展示；四是开
展农技推广服务，促进农业生产提质增
效。”海淀区组培室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张
树根表示。

攻克难关育出更多新品种。近年来，
海淀区组培室科技人员不断攻坚，克服了
单倍体育种过程中基因型依赖性、单倍体
诱导程序复杂等一系列难题，实现了单倍
体植株的规模化生产，并自主选育出多个
市场急需的辣椒、茄子新品种。

据海淀区农业农村局人工智能（农
业中关村）专班工作人员刘文婷介绍：
“近年来，本局立足海淀农业资源禀赋、
产业空间布局和种植园区发展现状，聚
焦农业人工智能、合成生物、生物育种等
方向，强化基础研究和共性关键技术研
发攻关、集成示范、推广应用等，集聚科
创要素，全面提升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
力和核心竞争力。下一步，将继续支持
组培室加强基础研究，积极与生物育种
龙头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交流合作，争
取更多生物育种科技成果转化落地，构
建生物育种产业发展新格局，为海淀农
业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高
质量发展作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