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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tougao_cfs365@126.com专 题10-11 首都食品安全

西郊农场三元农业公司党支部书记、执行董事、
总经理王宏刚在西郊农场首农庄园介绍樱桃产业
发展。

西郊农场翠湖农业科技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
李新旭介绍翠湖智能连栋温室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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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食品工业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对食品安全的要求越来越高，食品从原料种植到生产加工，再到流通销售的链条越来越长、环节越来越多，守住“舌尖上的安全”，也必须全过程把好每一道关口。
从本期起，本报记者将走进北京首农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深入该食品集团所属企业，走进田间、农场，探访工厂、批发市场，揭秘从田间到餐桌、从养殖到厨房、从工厂到市场的食品工业完整链条，为消费者提供更多食物背后的细节和故事，也把该集团那些精心培育优

良品种、科学种植养殖、数智化加工生产、高效有序流通的先进经验介绍给更多的同行，让消费者放心、安心，也为助力食品行业高效交流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参考和镜鉴，为“舌尖上的中国”贡献更多经验力量。

� 翠湖包装车间生产场景。

� 翠湖包装生产线员工工作场景。

翠湖智能连栋温室番茄栽培近景。10

� 翠湖智能连栋温室番茄栽培场景。

翠湖智慧农业创新工场二期科研
温室水肥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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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农庄园高效节能日光温室栽培场景。

� 首农庄园现代化连栋温室栽培场景。

� 首农庄园现代化连栋温室栽培场景。
� 首农庄园樱桃采摘场景。

� 裕农公司智慧蔬菜大棚。

� 首农庄园高效节能日光温室栽培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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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时节，走进海淀区上庄镇前
章村西部，在蓝天和绿叶的映衬下，一
排排连栋玻璃房子熠熠生辉、格外耀
眼。玻璃房中，授粉机器人与采摘机
器人灵活穿梭于一排排悬挂着的番茄
植株间，自动执行着授粉、采摘等作业
任务。这里，正是首农食品集团翠湖
智慧农业创新工场智能温室。

“翠湖智慧农业创新工场是北京
市高效设施农业首个试点项目，占地
878亩。目前，21万平方米的大型智
能连栋温室已建成运营，成为京津冀
地区最大的蔬菜生产单体连栋温
室，研发创新基地正在逐步改造
中。”西郊农场副总经理王浚峰介绍
说，我们的目标是打造一个集科研、
生产、示范于一体的现代农业基地，
通过产研融合，推动区域农业科技
化、标准化、优质化，带动中国式现代
化农业产业的发展。

走进温室，一排排整齐的番茄秧
映入眼帘，这些番茄秧根扎在长条状
的椰糠“土壤”中，顺着牵引绳固定向
上生长，所需水肥等养料通过根部附
近的滴箭提供，按照设定好的程序定
时开启水肥一体滴灌。温室内密密麻
麻的管线和传感器，精准控制着番茄
生长的温度、湿度、通风、光照等环境
条件。

“温室采用椰糠基质无土栽培技
术，结合熊蜂授粉和病虫害绿色防
控，实现了绿色循环生产，提高了蔬
菜品质。环境调控系统、水肥一体化
系统和智能化生产装备，让温室实现
了生产过程的自动化和智能化。”北
京翠湖农业科技公司党支部书记、总
经理李新旭介绍说，通过引入机器

人、物联网技术和大数据分析，建立
了智能化管理平台，实现“一屏统管”
的全流程数字化管理，园区管理与劳
动生产效率提高3倍以上，公司成为
全市首批获得“国家级生态农场”称号
的11家生产主体之一。同时，翠湖农
业深化品牌建设，“知翠”“有新番”番
茄产品通过线上线下直达百姓餐桌，
为消费者提供了绿色、健康、安全的
优质果蔬，其产品竞争力和品牌影响
力不断提升。

据了解，翠湖智能连栋温室整体
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温室主要覆
盖材料、主体框架实现80%以上国产
化替代，建设成本降低了30%，打破我
国智能连栋温室设施装备及关键栽培
技术长期依赖进口的被动局面。

炎炎夏日，其他温室的番茄已经
拉秧，这里的番茄还能正常生长？更
让人惊叹的是，这里的单位面积蔬菜
产量比传统蔬菜基地提高3倍以上！
据了解，经过集成攻关，翠湖农业不
仅破解了北京设施农业无法越夏的
难题，还突破了本土化智能连栋温室
番茄单产提升“卡脖子”技术。目前，
项目串收樱桃番茄年产量超过3700
吨，首次在北京地区完成温室番茄越
夏生产，实现周年稳定供应，为北方
设施农业提供可参考可借鉴的“首农
样本”。2024年，依托翠湖场景的“设
施蔬菜绿色高效精准生产关键技术
装备研发与应用”项目，获得北京市
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此成果已在
北京、山东、云南、甘肃、浙江等地推
广，为国内设施农业迈向低碳化、生
态化新征程助力。

（下转14版）

如果说翠湖智慧农业创新工场是
推动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科研示范
基地，那么首农庄园则是探索现代都
市农业发展模式的示范园区。

首农食品集团积极推动传统农业
产业的转型升级，努力构建农业全产
业链条和优势产业集群。位于海淀
区上庄镇双塔村北的西郊农场首农
庄园占地1040亩，这里有一百余亩
5000余株樱桃树，有3栋现代化连栋
温室和39栋高效节能日光温室，温
室面积达600亩。园区内生产的100
多种蔬菜和水果，“南果北种”产品
10余种，30余种产品已获得绿色食
品A级认证。

以樱桃为例，园内樱桃树采用无
公害的A级生产方式种植，品质十分
优质。目前，庄园主打樱桃采摘，拥
有七八个樱桃品种，如适合采摘，皮
薄不适合运输的水晶樱桃等。今年
樱桃园预计在5月17日到6月10日
开放采摘，周六、周日进园采摘人数可
达2000人。

就在5月24日，美丽首农赏味樱
桃季暨首农?奇趣好食节活动在首农
庄园正式启动。不仅吸引了一大批市
民前往，三元、六必居、王致和、月盛
斋、大红门、华都食品、八喜、三元梅园
等多家北京市民耳熟能详的老字号品
牌也纷纷“亮”出独家奇趣美食，为前
来采摘游玩的消费者，带来别具一格
的美食消费新体验。

作为北京休闲农业五星级园区，
首农庄园经过十余年精心呵护，农场
樱桃年年保持高品质、高产量，通过了

国家有机食品认证并获国家绿色食品
认证。红灯、美早、红艳、黄蜜等众多
优质品种各具特点，可满足市民在酸
甜度、色泽、时节等方面多元化的需
求。目前，首农食品集团旗下首农庄
园、红星集体农庄、南农百果园、长阳
农场绿色生态园4家樱桃园，已迎来
最佳采摘期。除了美食与采摘，庄园
还提供诸多互动活动可供消费者参
与。如“吊”jellycat风格的樱桃玩偶，
投壶、套圈、沙包“打”五毒等活动。园
区将樱桃采摘、美食市集与户外休闲
体验相结合，不仅带来市民味蕾上的
享受，也打开了文商旅与美食结合的
新方式，为市民提供了生活拓展空间。

此外，庄园的温室还打造了不同
栽培方式展示，包括“南果北种”的水
果、立体栽培的蔬菜等，通过生物防
治（如引田野鹅治虫卵）等方式保持
人工营造的生态系统。立体栽培可
利用空间，防治土的变化，脱离土壤，
还具有一定观赏价值，适合阳台蔬
菜、阳台农业。

同时，庄园还与中国农学院、农大
有人才引进机制，是教学示范基地，每
年有应届毕业生和实习生来实习，优
秀者可留在企业或到同行业求职，为
行业培养人才。园区种植品种会定时
更新，主打品种一年种两茬，循环种植，
其他品种则根据抗病性、产量等情况
更新，并请专业研究人员做课题研究。

可以说，首农庄园的“都市农业”
实践，不仅为首都市民的“菜篮子”提
供了更多元的选择，也让市民的休闲
生活变得更多彩。

如果说现场采摘果蔬满足了一少部分市民
的休闲体验需求，那么对于绝大多数市民来说，
新鲜上桌的果蔬，才是更为普遍的“刚需”。首农
食品集团旗下的裕农优质农产品种植公司，正是
满足这方面需求的一个重要代表。

裕农公司现拥有自主基地1427.5亩、合作基
地超6000亩，通过不同纬度、季节和设施，持续
向京内怀柔、大兴、房山3家工厂，京外河南、湖
南、福建3家工厂输送原料。年加工蔬菜2.66万
吨，常年为大型餐饮企业、商超、便利店、餐饮服
务行业提供鲜切蔬菜，服务全国8000余家餐饮
门店。

位于大兴区长子营镇的首农食品集团裕农
公司1万平方米净菜加工中心内，5套先进设备
流水线高效运转，每日可产出50吨鲜切蔬菜和
冷链即食产品。“公司的叶类、茄果类以及特殊
品类鲜切蔬菜生产线，均采用国际和国内一流
设备，蔬菜切刀、脱水机、金属探测仪等关键设
备，都是在本行业中率先引进的先进技术装
备。”裕农公司总经理刘建新向记者介绍，通过
参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团体标准制定，种植
基地通过了全球良好农业操作认证与蔬菜加工
厂国际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认证，实现了从田
间到餐桌的标准化管理，在鲜切蔬菜领域建立
了涵盖种植、生产、冷链配送的可追溯机制，为
“菜篮子”安全提供全方位保障。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该公司已是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及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北京市农业
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同时也是国家级赛事指
定供应商，先后承担1990年亚运会、2008年北
京奥运会/残奥会、智运会、2014年南京青奥会
及2022年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等重要赛事食
材保障工作。

近年来，为满足不断扩大的鲜切蔬菜市场需
求，裕农公司还在大兴长子营镇打造占地112亩
的蔬菜种植及净菜加工产业园区，通过智慧化生
产、全产业链标准化和多元化市场布局，构建起从
农田到消费端的12小时极鲜供应链。目前，该产
业园区年供货能力已突破1万吨。

裕农公司还积极履行国企社会责任，不断通
过产业创新带动乡村振兴。自2021年对口帮扶
大兴区采育镇宁家湾村以来，针对该村耕地资源
有限、种植技术落后、品种单一、销售渠道闭塞等
难题，公司党支部发挥自身优势，成立专班深入
调研，派驻党员骨干担任“第一书记”，组织专家
开展技术培训，引入先进管理模式，提升蔬菜品
质与安全标准，实现蔬菜订单化生产。

“我们依托首农食品集团的资源优势，通过
实施HACCP与FSSC22000双重管理体系，确保
食品供应安全、优质、可靠，打造京津冀地区领先
的净菜供应链。”刘建新透露，通过优质
品种种植管理和采收标准，已带动宁家
湾村及周边多个乡村200亩示范
基地实现黄瓜、西红柿、水果甘
蓝等特色农产品“田间即
车间”的产业转化。这一
方面为当地的乡村振兴强
化了产业助力，另一
方面也为首都“菜篮
子”安全增加了
新的支撑。

首农食品集团是与
新中国同龄的北京市属
大型国有农业食品企业，
产业横跨农牧渔业、食品
加 工、商 贸 物 流、物 产
物业，所属企业500余家，
综合实力居中国农业食品
行业前列，是首都食品
供应保障的核心载体。

本 期 ，我 们 将 通 过
实地走访，重点探寻首农
集团在保障好首都市民

“菜篮子”上的一些特色
和先进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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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郊农场裕农优质农产品种植公司总经理刘建新
向记者介绍裕农公司。

如果说农场、庄园是“菜篮子”的发源地，那
么，大型食品批发市场，则是一体化高效满足
“菜篮子、米袋子、奶瓶子、肉案子”需求的重要
枢纽。首农旗下的多个农产品批发市场，就承
担着这方面的重任。

沿着朝阳区黑庄户双桥西路北行，随处可
见推着小车或手拎环保袋满载而归的市民。每
天凌晨时分，批发采购车辆更是络绎不绝抵达这
里——首农食品集团鲜活农产品流通中心大宗
蔬菜肉品交易区。

位于朝阳区东南五环外黑庄户地区的北京
鲜活农产品流通中心，紧临马路，处于京津、京
沪、京哈及京内的五环、六环等交通要道，涵盖
蔬果、粮油、鲜肉、冻品、水产品、干调等各个品
类，是北京市农产品流通体系规划的“双核”保
障和四个一级批发市场之一，也是亚洲单体规
模最大的“菜篮子”。

双桥西路的大宗蔬菜交易区热闹非凡，黄
瓜、西红柿、青椒以及小白菜等各式蔬菜琳琅满
目应有尽有；步入一层水果区，榴莲、樱桃、桑
葚、荔枝等各类水果映入眼帘，色泽鲜艳，品相
极佳，令人垂涎欲滴……在二楼牛羊肉厅，商户
程女士正忙着为顾客精心分割羊腿。她透露，
自己是从八里桥市场搬迁而来的，凭借流通中
心便捷的交通和稳定的老顾客群体，她的生意
一直稳中有升，如今更是吸引了众多新顾客。
“现在刚过9点半，我们已经售出了5000多公斤
的牛羊肉。”

流通中心不仅是北京市政府“菜篮子”重
点民生工程，更是八里桥市场商户顺利承接的
新起点。批发市场公司总经理赵铁军介绍，截
至2025年4月底，已经办理执照入驻商户1580
户，果蔬日均上市量600吨左右，最高达到800
吨以上；猪肉日均上市量700头左右，最高超过
1000头；牛羊禽日均上市量40吨左右，最高超
过50吨；采购车日均进场车次近5000辆，最高
近8000辆，已成为覆盖首都东南部、副中心、亦
庄开发区等区域的重要农副产品供应保障
市场。

展望未来，赵铁军表
示，流通中心将在不断提升

运营管理工作，承担起首都农产品安全供应和
应急保障的重要职能的同时，积极拓展便民服
务功能，延伸其辐射范围，围绕“安全、效率、供
应”三大核心要素，对农产品供应链进行重构与
升级，更好地服务消费者。

除北京鲜活农产品流通中心，首农食品集
团还运营着京深海鲜市场、中央农产品批发市
场、水屯农产品批发市场，源源不断地将各地鲜
活农产品送上百姓的餐桌。

其中，坐落于北京市丰台区大红门商圈核
心区域的大红门京深海鲜批发市场，先后获评
丰台区经济发展突出贡献奖、最受北京市民信
赖的市场、全国水产品批发十强市场、全国供应
商公平交易十佳单位，是北京市农业产业化重
点龙头企业、农业农村部定点市场，还是全国唯
一入选的全球十大水产品批发市场。

（下转1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