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版 责编责编 赵琪赵琪 设计设计 鲍丽萍鲍丽萍 校对校对 彭师德彭师德 42021年1月26日 星期二

“一路风景”

不单村里要美，村外的环境也不容忽视，为此，于家务乡
启动了对外联络线采林路、张凤路道路两侧环境提升项目，
其中加入“沿街公园”规划设计，打造特色生态景观。

驱车行驶在采林路、张凤路，乔灌木高低组合、错落有
致。如今，路面宽敞了，环境优美了，村民有了更加舒适的出
行、娱乐空间。

据了解，采林路、张凤路道路两侧环境提升主要围绕着
群众生活体验，沿线破损围墙、图栏得到修缮并粉刷一新，沿街
绿化也适度进行了调整，新栽种了一些低矮绿植和景观花草，
让绿化带成为“一路风景”，街边的公交站亭、休闲座椅等生活
服务设施也进行了整修、更新。

村口的“沿街公园”更令村民欣喜。绿植高低错落，修葺
一新的庭廊、休闲桌椅、健身步道、彩绘文化墙……村民们连
连点赞。

于家务回族乡：

绘制科技农业小城镇蓝图
打造城市副中心农业高地

“十三五”时期，北京市通州区于家务回族乡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副中心建设的高标准，突出科技农

业特点，推动美丽乡村建设，落实乡村振兴。在不寻常的2020年，于家务回族乡同心聚力，战疫情、谋发展、保民生，向着“科技农业小镇”的

目标不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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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于
家务乡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放在首位，成立疫情防
控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全乡视频会议系统，通过专题会议研究调度
防控工作。各基层党支部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发挥先锋模范
作用，选派 62名机关干部下沉到村和社区防控一线，支援基层防
控工作。

坚持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两手抓、两不误”。一方面，全乡
25 个村（社区）形成了横向、独立的防控单元。另一方面，市场、
农业、规划等专项工作组，积极落实“四方责任”，对辖区所有企
业采取全过程监管，并及时解决企业在防控中出现的物资短缺、
人员流动、补贴政策落实等实际问题。春节后一个月时间，乡域
规上企业100%复产。

于家务科技农业小镇作为城市副中心拓展区科技创新板块的
重要节点，在承接中心城区功能疏解、城市副中心部分延伸和服务
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乘着副中心建设的东风，于家务乡以打造“国家种业硅谷、科
技农业小镇”作为战略定位，通过发展农业领域的高精尖产业，建
设种业创新示范区。未来将以高端种籽育繁推、航空育种、基因科
技、农业智能等为核心内涵，以种业中试研发、企业总部、展示交
易、科技服务为主要功能，以实现国家种业安全战略为己任，带动
京津冀科技农业的协同布局。

通州国际种业园研发中心将于今年春季启用。项目总建筑面
积为 8.2万平方米，目前已竣工正准备验收，该项目将承载园区企
业、科研机构和种业行业对现代育种技术、检验检测、成果交易转
化、展览展示等功能。

如何让科研成果在田间地头开花结果？
2020年，在北京市委统战部牵头推动下，中国农业大学、北京

市农林科学院的师生和科研人员们来到果村、富各庄村成立“科技
小院”，走进田间地头，送技术、抓培训，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帮扶工
作队”，让科技的“种子”在农村生根发芽。

科技农业已成为于家务乡新的代名词。
截至目前，位于于家务乡的通州国际种业园区已吸引中国农

业大学、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等4家高校院所和法国利马
格兰、垦丰、京研益农等60余家企业入驻，引进硕
士以上各类高层次人才近 200 人，博士以上 80
人。同时，培育孵化澳佳生态、方圆平安、
神舟绿鹏等7家科技型企业成功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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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获“首都森林城镇”荣誉称号

作为通州区第二个“首都森林城镇”，于家务乡积极开展平
原造林和生态景观廊道绿化工作。目前，林地面积达 1800 余公
顷，森林覆盖率达 38%。公园绿地 500 米服务半径覆盖率达到
86.41%，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 16.34 平方米。乡域内 9 家单位被
评为首都绿化美化花园式单位，14个村庄被评为首都绿色村庄。

近年来，于家务乡坚持生态建设与地区发展并重，通过首都森
林城镇的创建，带动乡域绿化美化、环境整治和居民生态意识的
提升。乡域内仇庄村、南三间房村、满庄村三个村庄荣获“国家森
林乡村”称号。

果村上榜全国“一村一品”

2020年底，农业农村部公布了第十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名单，全国共有423个村镇入选。其中，于家务乡的果村以芹菜产业
上榜。

果村，被誉为京郊芹菜第一村，有着 40多年的芹菜种植史。近
年来，该村结合美丽乡村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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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村内有占地600亩
的设施农业，大部分用于芹菜种植。果村芹菜因吃起来脆爽，嚼而不
柴，带有淡淡的甜香，备受市场青睐，供不应求。

于家务乡在果村开展“一村一品”项目，以现代农业产业作为切
入点，通过村集体经济合作社与专业的运营公司北京通农种业公司
成立经济合作联合体，加快培育果村芹菜种植的特色产业，推动融合
发展，增强品牌影响力，助力农民稳定增收；远期规划将通过对果村
集体产业建设用地的集约利用，打造集示范、教学、研发、展览、销售
于一体的温室园艺创新中心和企业总部基地，实现农民与村集体持
续增收，推动村庄跨越发展。

深挖美丽乡村的“变”与“新”

于家务乡持续保持良好的农村人居环境，按照“精细管理、突出
重点、全力整治、注重长效、全面提升”工作思路，通过提升村容村貌、
开展环境整治、完成公厕改造、绿化美化等多方面工作，积极打造亮
点，做实配套公共服务、夯实基础设施供给，助推美
丽乡村建设。

在市级人居环境复检验收中，取
得了全市排名第十的成绩，城乡
环境月度考核持续位居全区
前列。

秀外也要慧中

在提升人居环境的同时，仇庄村以推动仇庄孝道文化的
深化、传承和传播为主线，在挖掘与保护历史遗迹，传承与弘
扬传统文化等方面着力创新，在保护其原有乡村生态元素基
础上嫁接完善生活配套设施，建立村史馆、孝道馆、仇庄书
院公益摄影馆等，打造融文化体验、乡村休闲度假、商务
社交多功能复合的全景体验式自然生态农耕文化为特色
的社会大课堂活动基地。同时大力发展以培训为主的研
学产业，相继开展了“北京市美丽乡村支部书记交流培
训”、农业农村部组织的河北省“万村示范”支部书记培
训、9958 应急救援平台全国200余支志愿队伍培训等多类培
训，培训人数达一万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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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吸引60余家高校院所和企业入驻。通州国际种业园研发中心将于今年春季启用。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是“十四五”开
局之年，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启
之年。蓝图路径已经绘就，前进号角正在奏响，远大梦
想风帆高扬，于家务乡将紧紧抓住“科技农业小城镇”核
心机遇，依照乡村振兴战略大局，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
大局，紧扣城市副中心建设溢出效应，以种业为核心，充
分整合各类招商渠道，持续引进高质量、高精尖企业，加
速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乡域发展、农民增收致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