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曹晶瑞 日前，北京市平谷
区东高村镇现代农业嘉年华暨南埝头
特菜基地第二届南瓜丰收季启幕，活动
将持续至6月15日。

活动现场，30余种特色南瓜惊艳
亮相，从重达100余斤的“巨无霸”，到
仅手掌大小的“拇指精灵”；从金黄渐
变的“彩虹南瓜”，到通体雪白的“玉玲
珑”，色彩与形态交织成绚丽画卷。这
里不仅是南瓜的盛宴，更打造出集观
赏、科普、休闲于一体的农旅新地标，
一跃成为京津冀地区亲子游的热门打
卡地。

南瓜属葫芦科一年生蔓生草本植
物，原产墨西哥至中美洲，有超9000年
种植史，明代传入中国后广泛种植。如
今全球已知品种超700种，兼具食用与
观赏价值。我国是最大生产及消费国，
年消耗量超1000万吨，其果实富含果
胶、钴等，能解毒、护肠胃、促代谢，食用
药用价值兼备。

素有“京东蔬菜第一镇”美誉的东
高村镇，持续助推“高大尚”平谷建设，
深化“博士农场”布局，全力打造“农业
大观园”。全镇9434亩蔬菜种植面积
上，3472栋设施大棚与12个博士农场
星罗棋布。自2022年起，在区农业农
村局指导下，东高村镇与北京农林科
学院携手，为农业发展注入更多科技
力量。在35亩的“南念农园”内，无土
栽培、智能温控等先进技术落地实施，
大棚设施全面升级，实现精准化种植
管理。目前，园区已培育出“金话筒”
“流星雨”“鸡蛋果”等30余个特色南
瓜品种，以及20余种特菜品种，涵盖
观赏、食用、功能型南瓜，成为京津冀
地区南瓜品种最丰富的种植基地之
一。其中，“白冠”“玉冠”“金冠”等食
用南瓜，凭借高产量与绝佳口感，赢得
市场广泛赞誉。

走进园区，仿佛踏入一个奇幻的南
瓜童话世界。这里的南瓜长得个性十
足：圆润可爱的心形南瓜、独特的蛋糕
叠层形态；通体金黄的“金话筒”南瓜；
表皮黝黑、瘤状疙瘩凸起的“黑翼天
使”；小巧玲珑的“鸳鸯梨”，还有底部浑
圆、顶部凹陷的“香炉瓜”。

园区以南瓜为核心，巧妙融合“特
菜、赏菜、科普菜”主题，搭配向日葵、美
人蕉、秋葵等小微农业景观，将蔬菜种
植之美与农业科技完美交融，激发青少
年对自然科学的探索热情。一条50米
长的“南瓜秘境”通道，形态各异的观赏
南瓜悬挂成廊，踏入其中，仿若闯入童
话世界，既可拍照打卡，又能体验采摘
乐趣。经专业处理的观赏南瓜，可保存
数年不腐，是家居庭院的艺术点缀佳
品。此外，园区活动丰富多彩：美食品
鉴区，南瓜与特色蔬菜烹饪的佳肴香气
四溢；农业“大咖”课堂，种植专家倾囊
相授种植经验；专属认养区，支持定制
刻字，静候南瓜成熟时的采摘喜悦；“蔬
菜宝宝”活动，孩子们可免费领养菜苗，
见证生命的成长；特色农产品展示区，
方便游客选购品鉴，全方位构建起农文
旅新场景。

下一步，东高村镇以打造农产品
特色品牌为契机，持续深耕南瓜丰收
季等特色农业活动，紧跟市场需求，
不断丰富南瓜品种、扩大种植规模，
全 力 打 造 特 色 鲜 明 的“ 农 业 大 观
园”。以南瓜为媒，为乡村振兴注入
强劲动能，也为市民带来更多元、更
优质的休闲体验。

平谷区东高村镇持续
深耕南瓜特色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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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淡季”变成“春丰收”

在特色蔬菜种质资源圃，北京市农
林科学院蔬菜研究所所长温常龙轻抚一
株羽衣甘蓝的叶片介绍：“这是我们自主
研发的‘京羽1号’，通过基因编辑技术
突破了国外品种的抗病性垄断，实现周
年供应，让北京百姓的餐桌从此有了‘中
国芯’。”

展区里，114份特菜资源整齐列
阵，从紫叶生菜到宝塔花菜，从樱桃萝
卜到观赏南瓜，俨然一座蔬菜界的种
质“宝库”。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副研究员周明捧
起一串樱桃番茄说：“这是国内首款智能
温室专用品种‘京番串粉1号’，对标荷
兰品种，在北京翠湖农业园的种植中实
现每平方米产量达15公斤以上，种子价
格却只有进口品种1/5的目标。”据介
绍，该品种已在北京、河北等地示范种植
2000亩，带动农户增收超千万元。

在叶根菜展区，快菜品种“捷丰寒
冠”翠绿的叶片在风中轻摆，这个打破北
方早春蔬菜断档困局的新品种，凭借耐
寒耐抽薹特性，让“春淡季”变成“春丰
收”。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副研究员王庆
彪算了一笔账：“该品种在北京年推广3
万亩，全国辐射20万亩，仅节本增效一
项就为菜农增收3亿元。”

种子丸粒化效率提升5倍

连栋温室展区内，自动化育苗流水
线正精准作业：机械臂抓取种子丸粒化
包衣，激光导航运输车穿梭送苗，物联网
系统实时调控温湿度。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高级工程师梁浩
指着生产线自豪地说：“丸粒化技术大大
提升机械作业的稳定性，相比人工效率
提升5倍，这项技术已输出到山东、河北
等蔬菜主产区。”

在叶菜机械化生产区，无人驾驶的

移栽机正以厘米级精度定植蔬菜。这
项技术让被誉为京郊“芹菜第一村”的
通州区果村焕发新生机：种苗成活率
从93%跃升至99%，用工成本降低40%，
亩产值突破2万元。村民李建国感慨：
“过去弯腰插秧累断腰，现在按按电钮
就种田！”

智能装备展区则上演着“未来农业”
图景：植物工厂内，LED光谱可根据作物
需求自动调节；鱼菜共生系统中，锦鲤游
弋产生的养分滋养着生菜；无人车搭载
的多光谱相机正在进行田间巡检。北京
市农林科学院研究员冯青春展示着最新
研发的采收机器人：“它搭载的AI视觉
系统可识别98%的成熟果实，让采收损
耗率从15%降至3%以下。”

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我们将持续加大科技示范投入，力
争到2027年实现蔬菜自给率提升15%，
让首都‘菜篮子’装满‘科技菜’。”

（马爱平）

让首都“菜篮子”装满“科技菜”

本报讯 陈楠 蓝莓，富含花青素、维
生素C等丰富营养成分，被称为“浆果之
王”。近年来，随着蓝莓市场热度不断升
温，曾经的小众水果，如今已悄然成为北
京市民果篮里的常见美味。面对北方碱
性水质与蓝莓喜酸特性间的“水土不
服”，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以下简称
“推广站”）引领技术创新，通过推广设施
基质盆栽模式，成功铺就了一条产业发
展的新路径。

自2023年起，推广站便积极行动，
踏上了蓝莓种植技术的探索之路。一方
面，大力引进蓝莓新品种；另一方面，深
入开展适宜基质盆栽的肥料配方、水肥
灌溉策略研究，以及标准化技术集成与
示范工作。据介绍，推广站目前已成功
引进3个需冷量少、常绿的南高丛品种，
并通过对植株长势、果实品质、抗病性等
多方面指标的监测，精心筛选出了适宜
北京设施发展的基质盆栽蓝莓品种。

“目前北京市蓝莓栽培面积约900
亩，主要分布在怀柔、平谷、密云、大兴、
顺义、丰台等区，涵盖了土壤露地栽培和
基质栽培两种模式。”推广站特色作物科
副科长张宁介绍。

在北京市密云区河南寨镇南山农业
生态园，蓝莓采摘已接近尾声，在通往大
棚的小路边，工作人员正忙着处理修剪
下来的枝叶。大棚内，蓝莓种植盆整齐
排列，虽历经采摘，仍有小部分蓝莓躲藏
在枝叶间，浓郁的果香在空气中弥漫。

“土壤栽培的蓝莓通常在最近这段
时间采摘，但基质栽培的蓝莓12月就能
花果满枝，春节期间大量成熟上市。”南
山农业生态园负责人郝晓建表示，“市场
上按果实大小，将蓝莓分为15~18毫米、
18~22毫米、22毫米以上三个等级。我
们园区蓝莓的平均果径达18.65毫米，最
大有一元硬币大小，糖度达12.8%，均达
到A类果销售标准。”在春节销售旺季，
园区蓝莓售价一斤可达150~200元，依
然供不应求。

今年是郝晓建种植蓝莓的第三个年
头。“北京本地种植的蓝莓品种新、口感
佳，还能体验采摘乐趣，销路很好，目前
销售额已达到60万元。”他感慨，这一切
都得益于推广站技术人员的全力帮扶。
从肥料配方、水肥管理到精细修剪，技术
人员全程指导，搭配净水灌溉、水肥一体
化、调酸等技术，助力蓝莓基质化栽培取
得成功并实现标准化种植。

据悉，经过前期试验，北京南山农业
生态园2024年蓝莓种植面积扩大至10
亩，今年还将继续扩大规模。采摘期能
从1月下旬持续到5月上旬，亩产值超7
万元，经济效益十分可观。此外，基质盆
栽蓝莓还具备节水肥、省人工、易管理的
优势，能够实现当年种植、当年投产、当
年回本，推广应用前景广阔。

“结合北京本地的水质和气候特点，
我们研发出专属的‘AB’肥配方，就像给
蓝莓定制了营养大餐，精准满足它们在

不同生长期的营养需求。”张宁说。针对
北京地区水质偏硬、呈碱性，不利于蓝莓
生长且易堵塞水肥一体化设备滴头的问
题，推广站建议园区安装净水设备，对灌
溉水源严格过滤，同时在灌溉水中添加
酸液调节酸碱度。经净化后，当地下水
PH值达到6.3、EC值约为0.5时，即可用
于灌溉。

对于其他蓝莓种植大户和园区，推
广站还围绕安装水肥一体化设备、铺设
灌溉管道、基质选择优化、品种与栽培管
理等提供了全面的技术指导。

当前，北京市设施基质盆栽蓝莓产
业呈现“三高一短”的鲜明特点，即高
投入、高产出、高技术、生长周期短。
凭借市场需求旺盛、技术成熟以及政
策支持等多重优势，加之节水肥、省工
易管理的特性，通过科学规划与产业
链整合，有望实现当年种植、投产、回
本，达成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与社会效
益的协同发展。

“我们正在起草《北京市发展设施基
质盆栽蓝莓可行性报告》，并与各科研院
所合作推进蓝莓组培苗的扩繁培育工
作。”张宁表示，后续还将深入钻研精细
化栽培管理技术，针对生产中修剪、基质
配比、肥料配方、促早等关键技术展开研
究，持续做好基质盆栽蓝莓技术示范与
指导。随着基质盆栽技术的广泛推广应
用，北京蓝莓产业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
前景，“莓”好蓝图正徐徐展开。

在北京市农林科学院通州基地的智能温室里，一排排番茄藤蔓垂挂着金黄璀璨的果实，生菜矩阵
拼出“乡村振兴”的大幅图案，羽衣甘蓝叶片在阳光下泛起翡翠光泽……近日，由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北
京市农林科学院联合举办的第十四届北京市蔬菜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科技示范活动暨推进“八大行
动”现场观摩会在此拉开帷幕。

北京科技帮扶铺绘北京科技帮扶铺绘““莓莓””好新篇好新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