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孟紫薇 果实硕大、色泽黑
亮，看上去如黑宝石一样夺目；一口咬
下去，更是汁水四溢，满是甜蜜。今年
的京津冀樱桃擂台赛上，来自顺义区
龙湾屯镇的北京百业众发农业有限公
司，凭“俄八”樱桃首次参赛便斩获金
奖。

“咱这樱桃直径可达34毫米，定位
高端市场，礼盒每盒售价600元。”展位
前，朱胜扬打开一盒“黑宝石”，满是骄
傲。谁能想到，这个一脸青涩的00后，
已是果园的“当家人”。

龙湾屯三面环山，独特的山前小
气候和土壤很适合樱桃生长。2020年
以来，顺义区通过补贴引导果农更新
种苗、建设设施暖棚，让樱桃种植从
“看天吃饭”迈向“控温控湿”。设施樱
桃可“抢鲜”一个月上市，亩产突破
2000斤，价格也是传统露天樱桃的3至
4倍。

近年来，顺义推进绿色生态农业
高质量发展，与农业研究院校深度合
作，把技术送到家门口。在一次镇里
的培训中，朱胜扬认识了北京农业职
业学院的高照全教授。请教后，朱胜
扬逐渐摸透了“俄八”的“脾气”——棚
内得保持干凉，温度控制在 18℃到
20℃之间，午间要遮阴……

此后，朱胜扬改掉玩游戏晚睡的
习惯，清晨起床给大棚通风排湿、中午
拉遮阳布，一门心思扑在樱桃园上。
高照全教授对这位“新农人”也十分关
照，经常微信发来最新资料、外国的论
文。“他对我说，‘小伙子，干农业贵在
坚持，放弃就一切清零’，这话我一直
记得。”朱胜扬认真地说。

“被称为‘顺义专家’，心里有点激
动，更得拿出像样的技术来。”在援藏
过程中，朱胜扬发现当地在管理上比
较粗放，对水肥温度等控制不准，存在
诸多问题。通过耐心沟通，如今每个
高原果棚都安装了监控、温控等机器
设备，当地樱桃棚产量从2000斤增至
5000多斤。

从“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顺
义援藏团队为尼木县本地种植业留下
了一支带不走的队伍，也把先进技术
设备带到了高原。下周，朱胜扬还将
再赴西藏，指导今年的樱桃采收。

“干农业其实比一般工作辛苦，没
有下班，每天围着果园转。”朱胜扬说，
现在果品的包装设计、宣传推广都由
他来完成。传统农业如何多元经营、
延长产业链，是他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眼下，龙湾屯镇已形成了10公里
的环山果品采摘带，串联起焦庄户地道
战遗址纪念馆、浅山等景点，带动了乡
村旅游发展。

作为亩均产值最高的果树之一，
樱桃产业是近郊兴绿富民的一个缩
影。为促进产业发展，顺义区近年来
持续发力，沿浅山五镇及重点产区打
造一条樱桃产业带：累计投入资金约
1.5亿元，建设设施樱桃暖棚近千亩。
引进樱桃新优品种30余个，推广10余
项新成果、新技术。

截至目前，顺义全区种植红灯、红
蜜等40多个樱桃品种，种植面积约
7200亩，年产量150万公斤，年产值
5900万元，平均亩产值超万元。每年
樱桃季，顺义区还推出旅游采摘线路，
邀游客感受“顺义樱桃”的魅力。樱桃
产业正在成为进一步撬动区域发展的
“甜蜜经济”。

顺义区樱桃产业激活
乡村振兴“致富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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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四良”协同助推小麦单产提升
本报讯 芦晓春 日前，北京房山区

窦店镇的千亩麦田里，金色麦浪翻滚，
联合收割机轰鸣作响，全市“三夏”生产
由南至北全面铺开。据了解，今年全市
小麦播种面积45万亩左右，同比增长
超过5%，亩穗数49.2万，同比增加2.3
万，单产呈增加趋势。这背后，是“良
田、良种、良机、良法”四良协同发力的
生动实践。

良田筑基。“十四五”以来，北京市
以“集中连片、旱涝保收、稳产高产”为
目标，重点围绕田块整治、灌溉设施、田
间道路、电力配套等大力推进高标准农
田建设。截至2024年底，全市已建成
高标准农田34万亩，同步配套喷灌、滴
灌等高效节水设施17万亩。据初步测
算，高标准农田亩均粮食产能提升约
100公斤，为小麦稳产增产筑牢了耕地
基础。

良种当家。今年，北京市小麦品种
布局优化成效显著，呈现出“新、丰、
广、优”的特点。主推的10个高产优质
抗逆品种比去年推介品种增加9.72万
亩，同比增长14.8%。全市杂交小麦种
植面积有大幅度提高，京麦189、京麦
18等杂交小麦品种凭借抗逆、稳产、丰
产等优势，成为京郊小麦稳产增产的
“助推器”。

良机装备。全力推动北京“伏羲
农场”落地建设，打造全国智慧农业应
用场景顶级示范标杆。对高性能播种
机和动力换挡（无级变速）智能拖拉机
开展“优机优补”，并持续扩大智能装
备补贴范围。近年来，推广应用高性
能精量播种机300余台，全市安装自动
（辅助）驾驶和作业监测等智能终端
2059台，智能终端覆盖全市 80%以上
农机专业合作社，极大提升了作业精

度和作业质量。
良法提质。围绕大面积单产提升，

北京市梯次开展高产攻关、高产示范和
高产带动。市区两级重点建设37个高产
示范区，率先垂范，集成应用高质量整地
播种、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等核心技
术，为种植户们提供看得见、学得会的
“科技课堂”。

目前，北京小麦已经进入成熟期。
全市召开了“三夏”生产调度会，结合气
象和农情，部署抓好“三夏”生产工作，
切实减少降雨可能对夏收造成的不利
影响，投入小麦收获机、拖拉机、玉米播
种机等农机具1.2万台件，强化机具组
织和调度，狠抓机收减损，保障农机跨
区转运通畅，确保夏粮丰收到手。下一
步，将抓住晴好天气窗口期，做好小麦
抢收工作，成熟一块收获一块，确保颗
粒归仓。

通州区优质高效种植助力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王黎明 为持续加快通州区

蔬菜种植品种及品质的更新换代，进一
步丰富市民菜篮子，近几年通州区农业
（种植）技术推广中心与北京市农业技术
推广站、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中国农科
院、中国农业大学等上级科研单位紧密
合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大力发展特色
蔬菜、精品蔬菜以及功能型蔬菜，强化优
质、专用定制化高效种植，深入挖掘口味
佳、效益高的优良品种，满足市民多样化
的消费需求，推动通州区蔬菜产业向精
细化和高附加值方向发展。

2025年通州区蔬菜工作主要围绕
蔬菜生产结构调整，重点突出新品种、
新技术、新主体的发展情况。引进高产
优质品种40个，计划筛选出适合通州区
栽培的优质品种15个以上，建立高品质
番茄、黄瓜、生菜、特色大白菜、特色萝
卜五种作物高产优质品种与集成技术
示范点10个，集成示范水肥一体化、生
物有机肥培肥、集约化育苗、土壤改良
等多项高效栽培技术，示范面积 110

亩。在上半年开展的春茬主栽作物品
种示范推广工作中，引进的优质番茄品
种如甜脆脆、鼎味、京番309、中番9、冠
蔬106等表现突出，这些特色口感型番
茄，果实口感酸甜多汁，果肉绵密，果皮
有脆度，回味甘甜，糖度可达7度以上；
引进的水果黄瓜京研玉甜156、中农脆
玉2、密刺型黄瓜拓田标榜、中农126口
感清爽脆甜、抗病能力强。

同时，结合北京市蔬菜高产高效创
建相关工作，2025年通州区创建了5个
蔬菜高产高效示范田，分别是于家务乡
北京通农种业有限公司、北京永盛园农
业种植中心，漷县镇北京阳光满园种植
有限公司、北京万福鑫茂农业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永乐店镇北京聚友通鑫农业
有限公司。通过高产高效示范田示范
推广好品种、好品相、好品味的“三好
生”蔬菜品种，配套集约化育苗、省力化
栽培、智能化灌溉施肥、绿色防控、测土
配方施肥、有机肥培肥地力、产后贮藏
加工、全生物可降解地膜、种子编绳播

种技术、土壤消毒技术等10项优质高效
栽培技术，同时推广蔬菜间作套种高产
高效种植，以及集品种筛选、水肥施用、
温湿度控制、自动植保、机械化农事操
作为一体的规模化精准种植管理的高
产高效典型模式2套。

通过与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紧密
结合，强化开展蔬菜生产技术指导与服
务，促进了新品种新技术和高效模式的
推广应用，助力生产主体增产增效。6月
上旬由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举办的
“2025京津冀鲜食番茄&黄瓜擂台赛”，在
248个番茄参赛样品和109个黄瓜参赛样
品中，通州区共获得18个奖项，其中番茄
7个参赛主体获得2个鲜食番茄二等奖、
3个三等奖、4个优秀奖、2个欢迎奖；黄
瓜5个参赛主体获得1个二等奖、2个三
等奖、4个优秀奖。这些奖项的获得，不
仅是荣誉的象征、生产技术的认可，更给
予了广大种植主体努力发展的信心和更
宽阔的发展思路，也为通州区蔬菜产业
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

延庆区科技赋能“菜篮子”走出“新路子”
本报讯 李瑶 夏日，延庆的田间地

头、蔬菜大棚，生菜、西蓝花、猴头菇长
得生机勃勃。从规模化种植到智慧化
管理，从订单农业到农旅融合，在延庆，
蔬菜种植基地不再是简单的生产场所，
正在成为高效、智能的“绿色车间”。

走进永宁镇孔化营村，4500亩蔬菜
基地里结球生菜、西蓝花绿油油一片。
孔化营村蔬菜种植历史悠久，仅生菜种
植历史就已超过15年，但早些年种植分
散、技术粗放，不成规模。2021年，村集
体将960亩土地流转给龙头企业，其余
2400余亩由7家合作社规模经营，几年
间，孔化营村蔬菜种植面积已达 4500
亩，成为永宁镇“西菜东菇”产业发展布
局中“西菜”的核心区。

强农富顺蔬菜种植合作社是发展较
快的一家龙头合作社，通过发展订单农
业，与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建立稳定供
销关系。负责人孙人顺介绍，基地土壤
条件优越，产出的生菜口感脆甜，深受市
场青睐。通过露天种植，生菜实现春秋
两季轮作，每季采收期达10天，并优先雇

佣本地村民，带动家门口就业。
孔化营村生菜质量上乘的秘诀还在

于培优育新。2023年5月，占地50余亩
的生菜品种展示园建成，园区种植了31
个新优生菜品种，努力在生菜资源保
护、生菜新优品系鉴定与推广方面先行
示范。

温度23摄氏度、湿度65%、光照强度
6800勒克斯……在永宁镇前平坊村艺园
绿泽农业园区，新建的6栋高标准日光温
室内各有一块显示屏，上面实时显示棚
内的各项数据，显示屏下方是绿油油的
蔬菜。“了解大棚温度、湿度和光照后，我
们通过物联网就能控制大棚卷膜器和水
肥灌溉。”负责人褚科峰拿着手机展示
说，点开这个数字化平台手机端应用，就
能实时对农田和作物实施远程管控。

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与农业生
产深度耦合，各类数字化应用场景下的
“新农具”不断“上新”。以孔化营村和
前平坊村为试点，永宁镇探索完善物联
网平台推进智慧农业发展，田间地头农
机穿梭、无人机飞舞，全程机械化作业

已成为日常，传统农业已加快向数字农
业转型。

科技不仅赋能生产，还激活了农业
的多元价值。眼下，艺园绿泽农场从单
一蔬菜销售转向“体验经济”，打造集采
摘、研学、民宿于一体的农旅综合体。节
假日里，游客纷至沓来，孩子们在田间学
习农业知识，大人们享受采摘乐趣。“我
们希望通过亲子项目，让更多人了解现
代农业的智能化。”褚科峰说。

病虫害防治也有了“绿色盾牌”。在
延庆区旧县镇绿富隆农业公司的农田
里，昆虫雷达、高压微雾系统等设备成为
“绿色卫士”。基地经理乔路介绍，黄板、
生物天敌等绿色防控手段替代农药，既
保障食品安全，又节省成本。高压微雾
系统实现精准施药，一人可管理数十座
大棚，效率提升显著。

从“靠天吃饭”到“知天而作”，科技
正让蔬菜大棚变身智慧“绿色车间”。
未来，随着更多技术落地，延庆的“菜篮
子”将更丰盈，乡村振兴的画卷也将更
加绚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