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顺义区龙湾屯镇构建一体化农业生态链
科技兴农 研发成果直达生产一线

清晨六点，龙湾质造国际农业科技
示范园的温室大棚里，遮阳帘自动卷起，
晨曦静静洒在铺满稻壳的菌床上。雾气
缭绕间，工作人员孙红梅轻点平板电脑，
仔细地查看着各项数据——菌丝生长期
棚温应该控制在12~18摄氏度之间，出菇
期精准维持在6~16摄氏度之间，湿度波
动不超过5%。这套标准化参数，成功破
解了北方寒地羊肚菌低产的问题。

“羊肚菌生长周期约5个月，技术成
熟后亩产效益两三万元，是传统农作物
的好几倍。”龙湾屯集体农场场长尤建华
介绍。今年，农场已建成38座标准化大
棚，并与北京农学院合作优化菌种培育
技术，可以实现四季轮作循环生产。

在龙湾屯集体林场隔壁的龙湾质造
科技服务中心实验室里，检测员正将草
莓样本放入农残快检仪，150项检测数据
实时生成。这座“农业大脑”还承担着品
种改良的核心职能。

龙湾屯镇三面环山，昼夜温差大、光
照充足，为樱桃糖分积累创造了天然优
势。早在20世纪90年代，这里便依托顺
义区传统樱桃产业基础，发展出以露天
早熟品种为特色的种植体系，因成熟期
较周边提前10天以上，被誉为“北京露天
第一熟”。

如今，龙湾屯镇镇域樱桃种植总面
积超过2300亩，引进美早、布鲁克斯、雷
尼、萨米脱、齐早、鲁樱、俄罗斯8号等20
余个优质品种。同时，通过农业技术创
新突破自然限制，现代化大棚运用矮化
密植、温湿双控等技术，将樱桃上市期从
5月提前到4月。这套技术体系在支援西
藏拉萨尼木县时得到进一步验证：2023
年起，龙湾屯镇先后9次派遣专家团队赴
尼木县考察，针对当地3870米高海拔、强
紫外线、昼夜温差超20摄氏度、阵风超九
级的自然环境，指导建设防风保温设施，
实地安装、调试温室智能控制系统，成功
将约10000棵樱桃树苗移植至尼木县吞
弥现代农业产业园，实现高原樱桃种植
技术与产量的双重突破。

通过这些创新举措，龙湾屯镇不仅
提升了种植业的科技含量，更实现了农
业生产的智能化、高效化和可持续化，为
两地农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效益。

产业融合 跑出经济发展“加速度”

在推动援藏项目之初，龙湾屯镇援
藏工作组到西藏拉萨尼木县吞弥现代农
业产业园实地勘察，开展高原设施樱桃
种植技术示范。随着天路项目的启动实
施，技术团队跨越4000公里海拔落差，不
仅带去樱桃园区规划图纸，更积极参与
园区建设。技术骨干朱双民、朱胜杨更
是连续驻守高原58天，与当地农牧民同
吃同住，传授种植技术，安装调试温室智
能控制系统，8个品种的樱桃树苗成活率
突破90%，生产面积达到了130亩，成为
西藏自治区面积最大的樱桃生产基地，
雪域高原结出了“龙湾樱桃”。

“天路一期我们送技术、送图纸，参
与园区建设，指导防风大棚搭建，天路二
期我们送树苗、送专家，累计派遣技术人
员52人次。今年天路三期，我们正在建
立专家工作站，能够通过果树专用远程
5G温室病虫害及环境移动监测系统，由
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农业职业学院教师、
‘龙湾质造’专家组成的团队全天24小时
提供技术指导。在北京的专家工作站通
过监测系统就可以掌握大棚的实时情
况，与当地藏族同胞连线，远程指导、快
速处理。”龙湾屯镇相关负责人马玉民介
绍，“我们还将把每棵樱桃树都录入系
统，记录它什么时候浇水、施肥、修剪。
如果叶子发黄、果子开裂，会根据大数据
模型分析原因，告诉农民该怎么做。这
套智能系统很好地解决了北京专家不能
在高原长期驻守的问题，也加快了果树
问题解决速度。”

而这样的创新思维也被延续到“林
下经济”的开发中，通过科技赋能与生态
资源的深度融合，进一步拓宽了生态经
济协同发展的维度。

打通市场 让“龙湾味道”走得更远

2024年2月，“龙湾质造”首家直营推
广店在顺义区光明街道幸福东区社区正
式开业，近百平方米的空间里，既有龙湾
屯集体林场的散养油鸡蛋、竹荪、花生、
小米，也陈列着欧菲堡酒庄的红酒、北京
非遗手工艺品火绘葫芦、拉萨尼木香料
等帮扶协作产品。

“我们林场的油鸡蛋都是林子里散
养的，营养价值特别高，而且由基地直
供，非常新鲜。”“去年春天我们的荠菜特
别受欢迎，早晨刚采完就送到店里，不到
中午就都卖光了。”在工作人员的介绍
下，不少市民驻足品尝、选购。

“‘龙湾质造’以打造区域特产公共
品牌、构建展销全产业链条为宗旨，按照
‘企业主体、政府推动、市场运作、合作共
赢’的原则，健全服务体系和营销平台。
通过‘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激
发动能、拓展空间、提升价值，让平台聚
集资源、资源服务产业，全力升级产销对
接的深度和广度，推动镇域特色农林、文
旅产业提档升级，助力乡村振兴。”龙湾
屯镇镇长梁宝欣表示。

这种创新的运营模式，不仅让顾客
享受到了新鲜的食材，也让“龙湾质造”
直营店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春天。如今，
直营点已增加到3个，年销售额突破60
万元，“龙湾质造”实现了从传统生产模
式向自主品牌运营的战略转型。

在直营店打通田间到餐桌的路径
时，家庭农场也经历了一场抱团升级的
科技化蜕变。

“自从加入家庭农场联盟，咱们的苹
果、樱桃都有了统一品牌和检测标准，去
年我家农场收入比单干时增加了12万
元。”家庭农场主胡广云正在给果树疏
花。作为最早加入联盟的132户家庭农
场之一，胡广云见证了《家庭农场管理手
册》实施后“一码通”数字化管理的提质

增效。联盟成员不仅包括132家家庭农
场，还包括3家农业龙头企业、1家农民合
作社、1家农技推广站、北京农商银行、邮
储银行、京东物流。建立有高标准检测
实验室，配备先进的农产品品质检测设
备，免费向家庭农场开放，并且与农业院
校、科研院所深度合作，通过网络直播、
田间学校等形式，为家庭农场主提供全
方位的技术指导和培训。家庭农场联盟
农产品的品质和市场竞争力得到显著提
升，联盟成员年收入均值达26万元，较单
户经营时期增收10%，其“抱团发展”模式
入选第五批全国家庭农场典型案例。

在供应链与生产端的双重升级中，
一群“新农人”正用手机镜头架起产销新
桥梁。

在乡村振兴的浪潮中，“新农人”主
播团队在各个平台的数字原野上播种希
望。龙湾屯镇正如破土而出的新芽，将
科技与农业的根系深深扎入沃土。

周末的龙湾屯镇集体林场化身为亲
子乐园，孩子们蹲在赤松茸种植垄间，学
着工作人员的样子，轻轻拧动蘑菇的伞
柄，采下放进盒子。而在百米外的油鸡
散养区，二十组家庭正穿梭林间，仔细地
寻找油鸡蛋，发现宝藏般的惊喜让孩子
们和家长都兴致勃勃。数据显示，这种
融合自然教育与亲子互动的体验项目，
已带动300余户的25-35岁家庭客群，周
末单日接待超300人次。这些创意项目
实现了农产品的多元化销售，也让消费
者深度参与农业生产，感受乡村的魅力。

“质造”破局 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从技术升级到渠道革新，从雪域高
原到市民餐桌，从第一产业为主到三产
融合发展，龙湾屯镇以“龙湾质造”为引
擎，让传统农业在现代化转型中迸发新
生机。未来，随着天路项目不断深入、智
慧农业系统升级，这座京郊小镇正朝着
“现代农业标杆”的目标稳步迈进。

“我们不仅要让每一颗樱桃、每一朵
菌菇都成为‘龙湾标准’的鲜活代言，更
要以小切口推动大变革，让农民的口袋
鼓起来，产业的韧性强起来，生态的底色
靓起来。这不仅是龙湾屯镇的发展目
标，更是我们践行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
业农村现代化的时代使命。”龙湾屯镇党
委书记李杜说，“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中
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立足镇域实际，以
科技创新为引擎，统筹推进现代化农业
高质量发展。聚焦设施农业建设，依托
AI技术赋能，延伸产业链条，促进农文旅
融合，培育乡村电商、智慧农场等新业
态，以系统思维推进产业升级与乡村治
理协同发力，让乡村振兴既有‘高颜值’
更有‘深内涵’。”

在龙湾屯的早春时节，万物复苏，生
机盎然。在这里，既能看到羊肚菌顶开
冻土的倔强，也能触摸到樱桃枝头蓄势
待发的柔韧。“龙湾质造”正以全产业链
之姿，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生动谱
写着乡村振兴的春之序曲。

（据《北京日报》）

“暖风催冻解，沃土孕新生。”顺义区龙湾屯镇的现代农业版图呈现出一片蓬勃火热的喜人图景：智能大棚内，一株
株羊肚菌正在争先恐后地“崭露头角”；在露天樱桃园中，樱桃树的花芽正悄然含苞待放，而温室大棚内的樱桃树已陆续
进入坐果期，樱桃林间智能化管理系统通过传感器实时传回一组组精准数据；科技服务中心的检测员们，正在有条不紊
地对“龙湾质造”产品进行着严谨细致的全流程把关……作为全国种植业“三品一标”基地，龙湾屯镇以技术升级、产业
联动、渠道创新三大抓手，持续发力，构建起“研产销服”一体化农业生态链。

本报讯 据“生态密云”微信公众
号消息，当前，正值春季果园管理的
关键时期，密云区园林绿化局迅速
行动，全面开展春季果树管理工作，
为提升果树品质、保障果农增收奠
定坚实基础。在春季果树管理技术
培训中，林果业专家针对果树修剪、
果园节水、春季施肥等，向果农讲解
果树春季管理的重点。

北京市园林绿化产业促进中心
高级工程师陈浩表示：“培训涉及
果园的树形整形修剪、果园的春季
管理的配套技术包括节水灌溉技
术，同时还包含果园主要的一些病
虫害防治技术。想通过这些培训和
与专家们的交流，使果农朋友们能
够在春季的这个主要节点，把果园
的一些主要农事操作做到位。”在
穆家峪、大城子等镇的果园内，林
业专家化身“田间讲师”，从科学修
剪、精准施肥、病虫害绿色防控等
方面，为果农讲解春季果园管理的
核心技术。

目前，密云区果树面积共 46.3
万亩，为切实抓好果树春季管护，区
园林绿化局通过组织开展果树春季
管理技术培训，邀请行业内资深专
家和技术骨干通过理论讲解、案例
分析与实际操作相结合的方式，帮
助果农系统掌握果树管理技术，同
时，以果树试验站为载体，以密云区
林果产业联盟为依托，与中国农科
院果树研究所全面合作，建设高端
技术产学研基地，建立技术交流平
台，促进林果从业人员技能提升，积
极并持续深化与科研院所、专家团
队的合作，聚力打造特色区域林果
产业新亮点。

平谷区大兴庄镇
擦亮“吊秧西瓜”品牌

密云全面开展春季
果树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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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河畔农科城”微信公
众号消息，春夏之交瓜果香，乡村振
兴正当时。平谷区大兴庄镇西柏店
村农业设施大棚迎来丰收季，近10万
斤吊秧小西瓜先后成熟上市。

走进西柏店村59号大棚，翠绿
的藤蔓顺着吊绳向上攀爬，一个个
圆润饱满的西瓜悬垂在半空，呈现
出一派现代农业的丰收图景。据棚
主王玉红介绍，全棚西瓜采用吊秧
种植技术，通过立体栽培模式，使西
瓜接受光照更均匀，提升通风透光
性，不仅有效减少病虫害，更让糖分
积累更充分。经检测，今年吊秧西
瓜中心糖度达13度以上，单果重量
精准控制在 2.5-3公斤，且具有瓜
皮薄、肉质香甜脆嫩、汁水充足等
特点，顾客不用任何工具，徒手掰
开直接食用，完美契合现代家庭消
费需求。

为擦亮“吊秧西瓜”品牌，大兴
庄镇多措并举，组建农技服务队，
开展田间课堂；组织新农人直播团
队，开展直播公益培训，推动“小西
瓜”对接“大市场”目前，全村已有
20余户种植吊秧西瓜，平均每棚产
量3000余斤，通过线上直播卖货+
线下采摘售卖的方式，每棚收入超
3万余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