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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分刚过，万物复苏。农业开始进入春耕、春
种的农忙阶段。漷县镇大棚里引进的南果新奇美
味，于家务乡林下移栽的蔬菜孕育着希望，不用土
就能全年无休出菜的植物工厂，承载着满满通州人
回忆的城区麦地，忙着深入田间地头“传经送宝”的
农业专家……在副中心，一幅幅“人勤春早”的春耕
田景图尽情铺展。

漷县镇后元化村生态园里，南果在这里长势正
欢。眼下，大棚里正是一派热烈的紫红色。

这些是台湾长果桑，现在已经进入盛果期，这
种常见于南方热带地区的水果，经过栽植技术，在

“新家”硕果累累。一条条紫红色的“毛毛虫”慵懒
地垂挂在枝头，最长的“身高”有18厘米，眼下正是
采摘佳期。园子里，同时还种植了红心火龙果、无
花果、树莓、新疆葡萄等十余种水果，颇有点“南果
北种”大观园的意思。

园区负责人杨洋走在果园里，不时查看果实情
况。这几天，杨洋把直播间搬进了果园，今年这批
长果桑是试种成功后进行采摘的第3个年头，也是
长势最好的一年。“随着树龄的增长，产量年年都
长，今年预计能有6000斤左右。”说起来，杨洋抑制
不住地高兴。照顾这些热带水果，可是不容易。杨
洋说，引进南果的初衷很简单，就是想让家里人吃
到更多新鲜、有机、健康的瓜果蔬菜。但想挑战成
功，也意味着巨大的付出。伺候这些娇贵的南果，
杨洋吃了不少苦头，更学到了不少宝贵经验。最近
除了忙活采摘长果桑，他还准备给几种南果增加保
温。今年春天较冷，对于仍在“襁褓”中的火龙果、
无花果这两种热带水果来说，做好保暖至关重要。

和杨洋一样，越来越多的新农人正在打破常规
思维，在农业领域闯出一片新天地。近年来，副中
心内的西集镇沙古堆村、于家务乡果村、漷县镇柏
庄村等一批村庄入选国家级“一村一品”示范村，特
色农业发展助推乡村旅游文化提档升级，因地制宜
走出一条“一村一品、特色富农”的产业兴村之路，
增加了副中心农业的色彩版图，也撑起了农民的钱
袋子。

于家务乡枣林村，村民们刚刚在这个春天迈出
了发展林下经济的第一步。

村民们在林地里穿梭忙碌，翻土、铺膜、浇水
……一派繁忙景象。今年，于家务乡集体林场积极
与中国林科院、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
所等单位合作，共同探索林下种植技术，先后栽种
了300多亩的生菜、娃娃菜、洋葱等蔬菜，迈出了发
展林下经济的第一步。“镇里林场的养护工人九成

以上都是本地农民，论种菜都是行家里手，他们参
与林下经济再合适不过了。”于家务乡林业站相关
负责人表示。

位于通州国际种业园区内的京东植物工厂，高
科技农业技术让这里实现了 365天天天都能种菜
收菜的循环模式。

这处工厂总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干净通透，环
境舒适，满眼皆绿。一棵棵固定在“座位”上的蔬菜
宝宝，正“喝”着特配的营养液，享受着温度舒适的日
光浴，听着音乐茁壮成长。种菜不用土，在这儿实现
了。“我们通过控制温度、湿度、光照、二氧化碳浓度
等因素，常年把环境保持在最适宜蔬菜生长的状态，
全年无休种菜出菜。”工厂相关负责人武仲生表示，
这里的蔬菜营养远高于普通蔬菜和有机蔬菜。更为
重要的是，在这种环境生长的蔬菜没有任何病虫侵
害，也就不需要打农药和各种肥料，长大后可以“干
净”到不用清洗就能直接吃。

一年之计在于春，果树管理正当时。在漷县镇
小屯村的苹果园里，来自科协的农技人员正在田间
地头，为苹果园的工人们“传经送宝”。

“眼下正是春季修剪的关键时期，修剪是为
了控制花量，提高萌芽率，保障果实品质。”农技
人员张付友边示范边解说，这位有着 20 多年林
果种植经验的专家介绍，“在成型的果园里，一
般来讲果树的主枝要少，侧枝要多，就是我们俗
话说的‘大枝稀朗朗、小枝闹泱泱’，要尽力培养
松散式的结果下垂枝吊，为后续的优质稳产打
下坚实的基础。”他还现场教给大家一句修剪果
树的顺口溜：因树造型，随枝修剪，有型不死，无
型不乱。

春耕还种下了家乡人的一片乡愁。
春风十里，麦苗返青，大稿村 600余亩麦地一

片绿色，这是目前通州城区内保留的唯一一块麦子
地。住在附近的老通州人张先生回忆，以前这附近
麦地连成片，年年可见麦浪滚滚。随着城市发展，
城区还能留下这么一块麦田实属不易，“现在村里
人都搬迁上楼了，生活条件没的说，想吃白米白面
随时都能买到，但这块麦田却让很多人割舍不掉。
我每天都要来麦地边上走几圈。春天看麦苗绿洲，
秋天看金色麦浪，有时候看着看着，仿佛回到了小
时候，那感觉别提多亲切了。”

副中心的春，在田间，在地头，在充满科技感的
植物工厂里，在软萌可爱的多肉大棚里。那里面，
有南果北种的新奇，有林下经济的希望，还有老通
州人满满的乡愁。

永乐店镇大务村鑫福农业育苗基地内蔬菜长势良好。

漷县镇后元化村
生态园里的台湾长果
桑已进入盛果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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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技术专家
到漷县镇北京良
冠花卉妇字号基
地“传经送宝”。

京东植物工厂内
生菜茁壮成长。

踔厉奋发“开门红”

首博东馆进入外装及屋面收尾阶段

“运河之舟”正亮出“古韵风帆”
本报讯（记者 鹿杨）船、帆、水，古运河

图景中的画面在眼前这座位于城市绿心的
首都博物馆（东馆）展现得淋漓尽致。如今，
重型塔吊撤离、外围钢架拆卸，被誉为“运河
之舟”的首都博物馆（东馆）进入外装和屋面
收尾阶段，形似风帆的博物馆主楼屋面、宛
若木舟的观众共享大厅和如流水般波光粼
粼的玻璃立面完全显露了出来，静候扬帆起
航之日。

走进施工现场，工人们正站在高高的曲
臂车上给博物馆外立面的玻璃进行固定和
封边。他们身后是六根高耸的梭形柱，如巨
轮桅杆一般撑起“风帆”造型的庞大屋顶。

“这六根柱子可不简单！”施工方北京城
建集团首都博物馆项目经理贾成亮介绍，每
根梭形柱长达58米，重达50吨，中间粗两头
细，最粗处直径达 1.5米，最细处直径为 0.7
米。为了将如此巨大的梭形柱送到适当位
置，项目选用了一般工程中很少见到的 350
吨履带式汽车吊，完成这项“沉重”的任务。

与此同时，由于钢结构热胀冷缩的特
性，梭形柱与屋顶“船帆”的衔接处并不是完
全焊死的，而是采用铰接方式，给钢结构的
变化留出活动空间，保障其经久耐用。“不仅
是梭形柱，博物馆内所有的横梁、构件、幕墙
都是铰接的，这种方式的施工难度非常大。”
贾成亮说，十几米长巨型构件连接处的误差
不能超过 1 毫米，当高精度遇上大重量、大
体积，施工难度也随之成倍递增。

桅杆矗立，风帆正起。博物馆主楼屋顶
是由 5扇弧面构成的“帆”，流线型的造型看
起来简约又协调，殊不知铺满屋面的2802块
玻璃却没有一块是重样的。“屋面的弧形设
计使每一块玻璃都拥有独一无二的形状，并
且透光率也不完全相同。”贾成亮介绍，博物
馆主楼屋面选用了 40%、60%和 80%透光率
各不相同的彩釉玻璃，阳光洒在上面色彩斑
斓、美轮美奂。然而，好看仅仅是一方面，弧
面与弧面相接处的玻璃是能够发电的光伏
玻璃，将来还会为博物馆的室内照明提供
电力。

紧挨着博物馆主楼的是观众共享大厅，
中间由架空连廊和地下展陈通廊将两者串
联起来。观众共享大厅的屋面由约 9300块
木纹装饰铝板组成，看起来是古朴的木头，
实际上是结实耐用的铝金属，由于造型特

殊，这些铝板竟也没有两块是完全一样的。
它们的组合形式也推陈出新，放弃了平铺的
原始方案，改用瓦状结构，一片搭在一片上，
还精心地选用了 3种深浅不一的木纹颜色，
幽幽古韵被巧妙营造出来。

未来，博物馆主楼和观众共享大厅之间
还将铺设一条水街，水系将与通州大运河相
连。水相连、色同韵，这座镶嵌在城市森林
中的“古韵风帆”，在 5月底前将完成外立面
的全部收尾工作，室内机电、管线、装修届时
同步施工，整体工程将于今年年底竣工，市
民在副中心逛大型博物馆的日子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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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绘新篇协同发展绘新篇

本报讯（记者 张群琛 通讯员 陈振）
记者了解到，日前京唐铁路宝坻南站项目
主体结构完工，即将进入内外部装修阶
段。据悉，该车站采用3条城际铁路共站设
计，高峰容量为1500人。

宝坻南站施工现场一片繁忙景象，工人
们正在进行56孔站台梁最后一孔的施工工
作。据介绍，京唐铁路宝坻南站位于潮白河
南侧、津围公路与津蓟铁路之间，是京唐、京
滨及规划津承城际铁路的经停枢纽站。

京唐铁路站房二标段项目经理陈海雁
介绍，截至目前，站房、站台梁主体部分已
经完成施工。本月底，二、三站台屋面板安
装也将结束。为了确保工程如期完成，项
目单位紧盯时间节点，列出详细的施工进
度表，组织600余名工人昼夜奋战。“项目部
倒排了工期，以 8 月中旬为节点，排了月、
周、日计划。现在基本上都是 24小时在施
工。”陈海雁说。

建成后的车站外观设计既有现代气息，
又有古典韵味，充分体现了现代感、亲和性、
地域性。陈海雁介绍，站房顶部有个飞檐，
设计灵感来源于“坻上飞举”。候车厅里则
展现了宝坻地方文化特色——“京东第一
集”。候车大厅的顶上装饰了潮白河水纹，
还在柱顶上用篆体书写了“宝坻”字样。

宝坻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京津冀
轨道交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宝坻枢纽
站和京唐城际铁路全线开通后，北京至唐
山的快速交通走廊随之打通，京津冀三地
往来联系将更加密切，也必将为宝坻区融
入、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落实发
挥重要作用。同时还能更好地承接北京非
首都功能疏解，拉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
升整体竞争力和聚合力。

人在网中走 事在格中办
本报记者 郭丽君

“刘大爷的社保该认证了，老人家不会自己操作，不认证养老金就打不进
来，能不着急吗？我得赶紧看看去。”昨天上午，通州区漷县镇马头村工作人员
兼网格员黄坤接到辖区老人电话后立即入户帮忙。下载APP、拍照、注册、填报
信息，黄坤在手机上利落操作，顺利帮刘大爷完成认证，“行了大爷，这就不耽误
您领养老金了。回头哪不明白您再找我！”黄坤临走时不忘叮嘱。

如何促进基层治理更加高效便捷？如何为群众“贴身服务”？如何将身边
问题在源头防范解决？漷县镇以“党建+网格”的方式逐一破解。

目前，“党建+网格”基层治理网格化服务管理模式已在漷县镇的漷县村、军
屯村、绿茵小区等11个村和1个社区试点实施。

重塑指挥体系 基层治理便捷高效

“叮！”正在区域内巡查的网格员小王
的手机响了。她打开手机，发现社区网格
管理微信群里，上午才上报的环境治理中
一个卫生死角已经被处理。到达事件上
报地点核查后，小王拍照上传、填写处理
结果及最后评价，完成了事件全闭环处
置。如此便捷高效的网格化管理，得益于
基层治理打造的“责任田”。

以往，社区有什么要解决的民生问题，
居民有什么生活困难，基层组织往往无法
及时了解，这也成为基层治理的短板。

为补齐这块短板，绿茵社区通过“党
建+网格”基层治理，创新“社区干部和社
区工作人员即网格员”模式，通过指挥体

系重塑，人员整合，实现了社区干部“人人
都有责任田”。每位网格员都要成为网格
里的“百事通”，日常开展“地毯式”信息采
集，录入社区台账，形成最真实全面的基
层数据。社区网格员还通过上门走访，建
立网格微信群、QQ 群，线上接收居民事
件上报，第一时间处置。

不止这里，在漷县各试点地区，接诉
即办、人居环境、安全维稳、扶贫帮困、协
商治理等具体任务逐一在每个小网格中
填实，实现“网格化治理、组团式服务”，把
党组织力量延伸至基层治理每一个微单
元。打造“一切工作到支部，群众有所呼、
党员有所应”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刘大爷，最近变天比较冷，注意保暖，家
里有啥事您及时给我打电话。”西鲁村党员网
格员董钟照例走访几位高龄老人。

在西鲁村，村民们常能看到统一佩戴胸
牌的党员网格员在走街串巷、探访入户。这
样的“贴身服务”让大家心里很踏实。

自打划分了“网格员责任区”“党员服务
区”，西鲁村的基层治理更加精细精准。“党
建+网格”的形式，极大促进了辖区党员亮出
身份、服务群众。各片区里，支部书记任网格
长，设置“党员在身边”24小时热线服务，随时
为居民提供快捷服务。网格员、网格长利用
入户走访、联户微信群等方式，广泛征求群众
建议，与居民议事决事，切实提高服务治理
能力。

随着不少村民党员的身份亮出来、服务
动起来，也大大带动了居民自治，大伙参与公

共事务的热情明显提高。最近，西鲁村开展
提升村居环境与安全的主题活动，不少村民
一同参与环境治理、疫情防控、反诈骗宣传等
活动。基层治理广度、深度不断扩展，增加了
社情民意的反馈渠道。

作为试点村，马头村“两委”班子和全体
工作人员也全部成为网格员，并成立了“足不
出村办政务”小组，让群众少跑一趟路、少进
一扇门、少找一个人。现在，村里包括办理相
关证明、装修使用三相电手续、煤气下乡、农
村养老金申领手续等具体村务事项都纳入了

“足不出村办政务”小组办事清单。
如今，各点位的网格员队伍都在不断丰

富服务内容，法律咨询、青少年教育辅导、思
想宣传、生态环境保护、帮困救助等内容逐一
纳入服务菜单。点亮居民微心愿，及时发现、
收集、解决群众身边急难小事。（下转2版）

党员亮身份 为群众“贴身服务”

详见2版

C08项目实现结构封顶

首博东馆室内机电、管
线、装修将同步施工，整体
工程预计今年年底竣工。

外立面全部收尾工作
将于5月底前完成。

记者 潘之望/摄

首家生物医药科研
服务平台签约入驻

年底前完成 25 个
交通重点项目提升

年底前智能水表全覆盖

城市副中心

详见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