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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晓全区 14 家主要零售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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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让您足不出户获取最准
确的菜价信息。

扫一扫 知菜价

详见3版

每个人都要做城市健康的守护者
京平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抗疫战局持续趋稳向好，“可防可控可预期”振奋人
心。经过实践检验，“全城动员”“全民防疫”精准有效，每
位首都市民既是这场大战的见证者，也是这场大考的答
卷人。

不侥幸、不麻痹，科学防护的自觉筑起了自身健康的
安全门。新冠病毒狡猾异常，直到今天还有太多未知需
要探索，要跑在疫情的前面，唯有“尽一切努力把防控关
口往前移”，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从严从实从细做好自
我防护，重塑卫生习惯，于源头消除病毒着床滋生的土
壤。从戴口罩、勤洗手、不扎堆、不聚集，到更加注重食品
安全，有序参加核酸检测，首都市民体现出了坚持个人防

护的高度自觉和相信科学尊重科学的理性精神。新发地
市场聚集性疫情以丰台区和大兴区属地病例为主，确诊
病例以轻型和普通型为主，有病例的同事、朋友、家人无
一感染，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广大市民，也包括一些患者本
人在内的普遍性防护举措。

讲责任、有公德，遵规守法的自律巩固了阻断传播的
防火墙。规则是城市的“基础设施”，框定着人们的行为
边界，更直接影响着战时北京的抗疫效率。战斗警报拉
响后，面对严峻形势，北京争分夺秒、背水一战，出台一揽
子加强版防控措施，囊括了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关涉到
全市各区各部门各单位以及千家万户。（下转2版）

本报讯（记者 王军志）林荫小
路，生态宜人，张家湾公园正在紧
锣密鼓地建设中。曾经云集于此
的工业企业，绝大部分已被清退、
关停，现在这里成为了城市副中心
环城绿色休闲游憩环的一部分。
记者从区园林绿化局获悉，张家湾
公园建设工程（三期）近日获得区
发改委批复，该工程总面积945.56
亩，建成后将与周边绿地互联
互通。

据了解，张家湾公园建设工程
（三期）以张家湾公园总体规划为
依据，从森林、文化、生物多样性等
方面进行设计和建设，在打造“人
文森林”“候鸟森林”“湿地森林”
三大森林系统的基础上，突出“芦
喧织锦秋、春彩烧酒巷”的植物景
观特色。届时，将以凉水蛙声（湿
地森林）为区域核心，通过广植芦
苇，形成有规模、有体量的芦苇水
草湿地景观。同时，增加银杏、元
宝枫、栾树、黄栌等 20 多种的彩
叶植物比例，形成湿地景观的秋
色背景。

此外，公园在建造过程中也将
结合该区域烧酒特色，围绕烧酒巷
村周边的运河文化，大面积种植桃
花、杏花、玉兰、海棠等春花植物，
形成有春花特色的人文森林。“张
家湾镇是京杭大运河北端重要的
节点，烧酒巷村在悠久的大运河文
化历史长河中也有迹可循，此次建
设方案中，我们将参考张家湾的历
史资料，通过综合布置休憩长廊、
凉亭、标牌小品等，再现运河烧酒
的历史风貌，建成后将与周边已建
成的一期和二期的公园形成互补，
进一步满足周边 30多万市民的绿
色休闲需求。”区园林绿化局相关
负责人说。

作为环城绿色休闲游憩环中
最大的公园，张家湾公园将成为
副中心核心区东南方向的生态门
户景观，与大运河森林公园和城
市绿心连接在一起，形成将自然引入城市的生态核心，
同时还将成为联系北运河与凉水河之间的重要蓝绿
空间。

公园分三期建设，整体设计以“村·水·林·园”为理
念。其中，一期位于张家湾镇昔日第一工业大村——里
二泗村，经过近两年的时间，园内已绿树成荫，一片生机
盎然；二期为城市休闲公园，与张家湾体育公园、凉水河
湿地公园、六环防护绿带交叉、毗邻；三期预计7月底完
成各项招投标手续并进场施工。按照工程进度，一期、
二期将于10月份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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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金耀飞）“您忙着，我到棚里把黄瓜收了，
眼瞅着就快拉秧了，赶明儿再种上西红柿和豆角，今年肯定
又是一个丰收年！”果村60岁的村民蔡金剑在村口和街坊寒
暄两句直奔蔬菜大棚。

果村，位于于家务乡东南，被誉为京郊芹菜第一村，有
四十多年的芹菜种植史。近年来，结合美丽乡村建设，村里
还扩大了生产规模，村民专心种菜、村里负责销路，走出了
一条增收致富的新路子。

下午两三点钟，正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蔡金剑和春秋
两季一样准时到蔬菜大棚里干活儿。“眼下，黄瓜还能再收
两茬，棚里得天天盯着。”蔡金剑一边说着一边忙着采摘黄
瓜，收获的笑意总是写在脸上。

蔡金剑说，他家有 3个蔬菜大棚，今年春天时收获了 4
万多斤芹菜，虽然受疫情影响销路受阻，但在区、乡、村三级
协调帮助下，所有芹菜销售一空，一共卖了6万多块钱。

“种菜能挣钱？搁在过去谁敢想！”种了半辈子菜的蔡
金剑坦言，二十多年前，和他一样的许多村民主要靠种玉
米、小麦为生，那时候没有大棚，只能种一些时令蔬菜，规模
小、价值低，一年的收入也就几千块钱。

“芹菜村”，不止于芹菜。
蔡金剑给记者算了一笔账，9月种上芹菜，来年3、4月份

收获，几个月的空档期再种上黄瓜、西红柿和豆角，又是一
笔可观的收入。“拿今年来说，黄瓜和西红柿都是大丰收，卖
了 5万多块钱。”蔡金剑指着另一个刚下苗的西红柿大棚信
心满满，这一棚肯定也差不了。

念好“蔬菜经”，走上致富路。
据果村党支部书记赵士生介绍，十几年前，根据本村农

业生产现状，果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对村内各块
土地分别进行有针对性的土地调整，把散包农
户的农田土地以补偿形式返租到村委会，离村
远的、地薄的地块对外流转承包出去，离村近的
土地则确定为蔬菜种植区域。而后再加大配套
设施投入、改善生产条件，引导村民从低收入的
粮田种植转向到高收入的蔬菜种植上来。

“几年时间下来，全村大棚、小棚、露天菜地
连成了片，也有利于管理和销售。”赵士生说，村
民的收入多了，积极性自然就高了。如今，全村
半数以上农户都种芹菜，年产量 200多万斤，有
各类大棚 660 多个，面积 400 多亩，2019 年农户
人均年收入达2.8万余元。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也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今天起，本报开设《走向我们的小康生
活》专栏，派出多路记者深入基层、走进百姓生活，着眼小切口，记录个体、家庭安居乐业、笑颜绽放的鲜活故事，立体展现副中心市民共
建美好家园、共享幸福生活的生动实践，展现党领导人民合力攻坚、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壮阔历程。

收获芹菜再种豆角黄瓜西红柿，于家务乡果村——

村民增收“一茬接一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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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患者
治愈康复无传染性

潞河医院“三伏贴”
开始电话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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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2382名考生迎来“新高考”
张家湾公园一期内，绿树成荫。记者 党维婷/摄

交通

交管“铁骑”上岗护考

你冲刺梦想
我全力护航

饮食

市场监管排查考点周边餐馆

安全

各考点实现消毒全覆盖

环境

施工工地为高考“静音”

77月月77日日，，在北京市第二中学通州校区考点在北京市第二中学通州校区考点，，永乐店中学送考班主任马老师与考生相互比心永乐店中学送考班主任马老师与考生相互比心，，为孩子们加油鼓劲为孩子们加油鼓劲。。
记者记者 方非方非//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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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家务乡果村，有四十多年的蔬菜种植史，而同样是种蔬
菜，四十多年前是贫困村，今天却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农民增收致富关键靠的是产业发展。果村因地制宜积极
发展设施农业，引导村民从低收入的粮田种植转向到高收入
的蔬菜种植上来。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将果村打造成了京
郊芹菜第一村。

果村的村民们，念好了“蔬菜经”，走上了致富路，也让他
们看到了更上一层楼的希望。也许不久的将来，果村就不再
只是京郊芹菜第一村，而能成为更多更广更富裕的第一村。

念好“蔬菜经”走上致富路

芹菜喜获丰收。（资料图）记者 唐建/摄

菜农采摘黄瓜。记者 唐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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