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仟龙近日，来自通州、昌平、
顺义等京郊各区的樱桃“尖货”，惊艳登
录“北苑路88号”北京优农特色农产品市
集。“美早”“红灯”“布鲁克斯”等北京地
区主栽“明星”品种悉数亮相、集中展示。

樱桃是我国北方落叶果树中成熟最
早的果品，有“春果第一枝”美誉，因樱桃
多在端午时节上市，又有“端阳珍果”之
称。樱桃果实营养丰富，富含多种维生
素和矿物质，铁元素丰富，性温、味甜，有
调中益脾、调气活血、平肝祛热之功效。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工作人员表示，近年
来，北京地区以顺义环舞彩浅山和潮白
河沿岸樱桃产业为中心，带动海淀、昌
平、通州等樱桃产业发展，形成“环六环”
樱桃观光采摘带，全市樱桃种植面积约
3.9万亩，年产量约1220万公斤。

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表示，
今年以来，市农业农村局锚定“高标准、
高科技、高质量、高效益”目标，开展“安
优鲜”蔬菜专项行动，遴选建设核心示
范基地，充分展示北京先进生产水平、
先进技术成果、安全优质新鲜特色，为
首都消费者提供‘更安全、更优质、更新
鲜’的蔬菜产品，助力京郊蔬菜产业增
效、产品增值、农民增收。本次观摩活
动目的是交流借鉴市集优秀企业和产
品的成功经验，提升示范基地建设成
效，推动一批“安优鲜”蔬菜走入市集。

海淀区苏家坨镇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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潞城：皇家贡品走进森林小院

于家务回族乡的榆黄菇、永乐店镇
的赤松茸、漷县镇的大球盖菇、西集镇的
羊肚菌……蘑菇，在通州众多特色农产
品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琳琅满目的
品种更是为食客提供多种选择。今年，
潞城森林小院又为通州的蘑菇大军增加
一员大将——有着皇家贡品之称的天花
地菇。

清晨的薄雾中，一朵朵天花地菇如
琥珀雕琢的微型华盖，菌盖呈现罕见
的渐变金色，边缘自然卷曲形成波浪
纹。触摸时能感受到菌肉特有的弹
性，轻轻掰开会拉出晶莹的菌丝网络，
散发出混合松木与杏仁的独特清香。
最神奇的是其生长轨迹——菌柄基部
始终指向正北方向，菌褶排列如放射
状星轨。

今年，潞城集体林场在森林小院
中引进天花地菇，首批试种 5亩地。
“作为潞城林场特色林下产品，天花地
菇是药食同源的珍贵菌类，兼具营养
与药用价值。这里作为重要推广基
地，通过科学培育和生态种植，使天花
地菇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产业，
为当地经济发展和群众健康带来双重
效益。”项目负责人王秀梅表示，蘑菇
采收后进行自然晾干，密封保存后再
出售。

西集镇：采摘“桃红葡紫瓜翠”

走进位于西集镇的北京东升跃阳农
业生态观光园，早金霞蟠桃的蜜香与离
核黄金脆的清甜交织扑面。今年园区共
种植7亩桃子，分批次成熟，从4月底持
续至8月底的采摘周期里，游客可品尝
到紫蜜桃的浓郁、纽扣桃的爽脆等七种
风味。负责人周岩介绍，当前主打黄金
蟠桃与白雪蟠桃，果肉如琥珀般透亮，糖
度高达16度以上。

阳光在黄金蟠桃表面投下细碎光
斑，果皮泛起蜜糖色的光泽。指尖轻触
的瞬间，能感受到果皮紧绷的张力，稍加
施压便回弹如初。摘下时果柄发出清脆
的“啪”声，断面渗出晶莹桃胶。紫蜜桃
的表皮覆着天鹅绒般的绒毛，摩挲时产
生微妙的静电吸附感。现场切开的丰味
蟠桃露出珊瑚色果肉，汁水顺着刀锋成
线滴落。第一口咬下时，先尝到皮下1
毫米处浓度最高的甜，而后是果肉中段
微妙的杏子酸，最后喉间泛起兰花似的
回甘。“不同成熟度的桃子释放出层次分
明的香气，七分熟的纽扣桃带着青柠与
茉莉的清新，完全成熟的天后蟠桃则酝
酿出蜂蜜与香草荚的醇厚。来这儿采
摘，可以体验到‘桃园香氛’的景象。”周
岩表示。

通过错峰种植技术，园区确保蟠桃
从早熟的“天后”到晚熟的“丰味”接连不
断档，智能化温控系统则让果香浓度提
升30%。周岩说：“我们全程采用有机肥
种植桃树，果实水分充盈度较传统方式
提高20%，这种‘看得见的甜蜜’正是现
代农业赋予舌尖的仪式感。”

本周末同步开放还有蓝钻葡萄种植
区，这是该园区去年引进的新品种。这
种葡萄带着玫瑰花般的馥郁，与夏黑相
比香气更具层次。搭配现摘的沙瓤西
瓜，园区形成了“桃红葡紫瓜翠”的视觉
盛宴。

漷县镇：示范新品种“酵素西瓜”

西瓜是夏日独有的盛宴。漷县镇罗
庄村北京圆梦缘农业专业合作社的25
亩酵素西瓜迎来采收高峰。在北京市农
业技术推广站特色作物科的指导下，这
里成功培育出“吃”上酵素的炫彩系列新
品西瓜。

合作社技术员现场切开一个炫彩6
号，刀尖刚触及瓜皮就啪的裂开，中心糖
度虽高，却丝毫没有甜腻感。“这得益于
酵素种植调节的糖酸比，这个西瓜的糖
酸比为12∶1，甜得清新透亮，吃完手指都
不带黏腻的，特别受大家欢迎。”李少华
说，“我们和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特色
作物科合作后，今年引进示范新品种西
瓜新品种炫彩2、4、5、6号。在有关部门
和专业公司的指导下，我们对新引进的
西瓜新品种全程使用富硒农用酵素进行
管理，实现新品种西瓜的富硒，让我们的
瓜果蔬菜更美味更健康。”

因为采用富硒农用酵素技术，这里
的西瓜甜度提升20%以上，出色的品质
也为这里留下了更多的回头客。“夏天还
没到，好多老顾客就在群里问我西瓜啥
时候熟，不少人要提前预订。”李少华说。

园区还建立了“有机肥+酵素”的闭
环系统，减少化肥使用量30%，土壤有机
质含量提升至5.8%。即日起至9月中
旬，游客可来这里体验手掰西瓜的乐趣。

永乐店镇：“一红一绿”食指大动

“红宝石+冰草”，一个是樱桃番茄
中的皇后，一个是绿叶即食菜中的新
宠。今年夏天，在永乐店镇大务村的北
京鑫福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内，就准
备了这样的夏日采摘盛宴。

如今，精品番茄采摘正当时。夏日
的番茄大棚里，成熟的果实压弯了藤
蔓。阳光透过塑料薄膜洒下来，给红彤
彤的番茄镀上一层金边。饱满的果实
像一盏盏小灯笼，沉甸甸地挂在枝头，
有些已经熟透的甚至把枝条都压得弯
下了腰。走近了能闻到一股清甜的果
香，夹杂着泥土的芬芳。偶尔有几只蜜
蜂从掀开的棚膜缝隙钻进来，围着一簇
簇番茄花打转。摘下一颗红彤彤的番
茄，公司负责人高杰直接放进嘴里：“特

甜，你们尝尝。”
眼下，棚内的红宝石已经大量上

市。“这个番茄吃过的人就没有不喜欢
的，品尝的瞬间会迸发清甜汁液，尾调带
有淡淡的玫瑰花香，冷藏后食用风味更
佳。”高杰表示，为了确保每颗果实都饱
满圆润，种植过程中他们采用熊蜂授粉
技术，通过智能温室控制系统，实现手机
端实时监控光照、温湿度，确保果实品质
稳定再加精细化管理，育成“番茄中的皇
后”。“我们试种的温室大棚里，红宝石已
经接近尾声，冷棚扩展种植将于6月初
开放6个采摘棚，采摘可持续到8月。”

今年，这里还尝试引进了冰草。清晨
采摘的冰草带着露水的清凉感，叶片边缘
的透明结晶在阳光下会折射彩虹光晕。
“入口时有类似苹果皮的清脆声响，随着
咀嚼会释放出海藻般的鲜咸滋味，特别适
合搭配酸奶酱或刺身酱油食用。”高杰介
绍，这是一种引进自荷兰的驯化品种，叶
片表面密布晶莹的“冰珠”状泡状细胞，富
含天然植物盐与肌醇。该园区通过水培
与土培结合方式，使成品叶片的脆嫩度提
升40%，冷藏保鲜期延长至7天。

“冰草与番茄形成互补，一红一绿，
都是即食型蔬菜，可以为市民提供更健
康的营养搭配。”高杰表示，由于首年试
种，冰草的种植面积较少，想尝鲜只能拼
手速了。

于家务乡：黄瓜香如梨韭菜终回归

清晨，位于于家务回族乡的通农绿
色农场智慧大棚里，技术员王师傅正通
过手机APP查看大棚数据。随着他轻触
屏幕，顶棚的通风口缓缓开启，阳光透过
智能调光膜洒在翠绿的黄瓜藤上。“现在
室温28℃，湿度65%，系统会自动喷淋降
温。”他指着屏幕上跳动的数据说。

在标注着各种代号的黄瓜种植区
里，拇指粗的白黄瓜挂满藤架。这些通
体雪亮的瓜条表面布满细密的水珠，像
裹着层冰霜。技术员轻掰一根，随着“咔
嚓”脆响，断面渗出清透汁液。“您尝尝，
这个品种的果肉像雪梨一样爽脆。”果
然，咬下去的瞬间，清甜中带着淡淡奶香
的汁水立刻充盈口腔。这是他们历时两
年培育的实验新品种水果黄瓜，脆甜多
汁，富含健身人群所需的高丙醇二酸；抗
病性强，较普通品种增产30%，亩产达
8000—10000斤；通过物联网系统实现水
肥精准供给，品质稳定。

农场里的三百亩韭菜在田中泛着墨
绿的光泽。拨开叶片，能看到粗壮的根
系紧紧抓着肥沃的土壤。“为了还原老北
京的风味韭菜，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严格
遵循安全标准：采用人工移栽配合改装
除草设备，杜绝杂草困扰；运用‘以虫治
虫’生物技术，通过线虫防治韭蛆；施用
动物粪肥保持风味。100余项指标全部
‘未检出’，超越有机标准。”农场相关负
责人陈坤介绍，这些采用“线虫生物防治
法”培育的韭菜，韭菜味儿特别浓，陈坤
随手掐断一根，切口处渗出琥珀色的汁
液，浓郁的辛香立刻弥漫开来。“这是老
品种特有的标志。您看这断面，汁水饱
满得能反光。”

“我们检测了100多项农残指标。”陈
坤说，“所有数据都是‘未检出’，连欧盟标
准里最严苛的项目都通过了，实现了让本
地百姓吃上老北京风味韭菜的梦想。”

（田兆玉）

新品优质农产品孕育地道北京味儿

本报讯 吴为 5月，玉巴达杏逐渐成
熟，海淀区苏家坨镇即将迎来采摘、销
售高峰期。近日，以“杏韵海淀?创意新
生”为主题的北京海淀苏家坨玉巴达文
化沙龙在苏家坨镇阳台山景区举办，从
农业、科技、文旅等方面探索玉巴达杏
的品牌价值。

苏家坨镇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
置，使得玉巴达杏具有果皮薄、果汁多、
果肉厚且细腻、香味独特、营养价值高
等优点。玉巴达杏在2014年获得农产
品地理标志登记证书，这是海淀区第一
个地标产品。

活动发布了玉巴达杏文化发展计
划，对下一步联合开展专题展览打造、
主题园区提升、科技生产、加工提升等
项目明确了目标任务。三山五园——
贡杏玉巴达文化联建行动同步启动，苏
家坨镇将联合故宫博物院、香山等联合
发布玉巴达寻迹线路，开展文化巡展、
文创联名、集市巡展等。届时，玉巴达
杏将成为融合地域历史传统文化、科技
发展成果、人文情怀的新农业品牌。

“苏家坨镇将‘以杏为媒’，推动农林
文旅融合，策划‘皇家杏韵线’，开展山地
徒步和骑行活动；深耕农耕文化，依托农
业助力文化产业发展，将玉巴达杏与产
业升级、技能助推、消费促进等相融合，
推动文化资源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内生动
力。”苏家坨镇党委书记张娟表示。

北京市海淀区人大常委会原主任、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名誉
会长周来升表示，玉巴达杏不仅是一个
具有地域特色的农产品，其背后的文化
底蕴、品牌价值以及承载的人文情怀，
对整个镇域发展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文化沙龙为玉巴达杏赋予新的内涵，其
品牌力量必定对镇域农业、科技、人文、
环境、旅游等发挥更大作用。

夏日寻味副中心

炎炎夏日，副中心成为市
民寻味优质农产品的热门目的
地。从明清时期皇家贡品“天
花地菇”到脆嫩多汁的水果黄
瓜，从带着老北京烟火气的风
味韭菜到科技种植的酵素西
瓜，通州农田正孕育着最地道
的夏日滋味。

闲暇周末，市民可以前往
各大农场或特色市集，亲手采
摘冰草、品尝现切西瓜，感受黄
金蟠桃的脆甜、蓝钻葡萄的馥
香以及航天西瓜的独特风味。
这些副中心出品的优质农产
品，凝聚了智慧与匠心，正为首
都夏日餐桌注入新鲜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