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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育种太空西瓜、高科

技赋能番茄种植、能实现十个

月产品供应期的张家湾葡萄、

产业化发展的国家地理标志产

品“西集樱桃”……在城市副中

心，夏秋丰收季节，各种名、特、

优、新、奇的果蔬产品为田间地

头、百姓餐桌带来浓郁果香。

今年，西集镇樱桃种植再迎新绩。截至
目前，该镇樱桃种植面积近万亩，种植户达
650户，年产樱桃 400万斤，年均产值近亿元，
樱桃种植品种达 20 余种。沙古堆村附近的
大小农场、庄园里，尽是“一树樱桃带雨红”的
美景。走进采摘园里，树上挂满了鲜红欲滴
的大樱桃，摘下一颗品尝，皮薄汁浓，甘甜中
带一丝微酸，令人回味无穷。

上世纪 90年代，西集镇沙古堆村还是个
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子，转变发生在 1995 年。

“那一年，我们试种的樱桃丰产了，大家脸上
乐开了花。当时就卖到了 50元 1斤，因为数
量不多，好多人都是排着队来买，沙古堆樱桃
一下子就传开了。”沙古堆村的皮兆泉、韩廷
禄当时分别是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
两人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带着愿意“吃螃蟹”
的村民蹚出了一条特色农业发展之路。回忆
起当初，两人仍然满是感慨。

也是从那时起，沙古堆村有了“京郊樱桃
种植第一村”的名号。

沙古堆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郑红
鹏介绍，沙古堆村特殊的地理位置，为大樱桃
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长沃土。西集大樱桃植
根于北运河、潮白河冲积平原，多河富水，土
质肥沃，光照充足，成熟后的果实个大饱满、
整齐美观、色泽艳丽，果肉肥厚细腻，果实糖
度高、酸甜适口、风味独特，成为首都水果市
场的新宠。

王维曾在《敕赐百官樱桃》诗曰：“芙蓉
阙下会千官，紫禁朱樱出上阑”，可见唐朝

吃樱桃是一种待遇，当时进士也有“樱桃宴”
的说法。

俗话说：“樱桃好吃树难栽。”为了种好樱
桃，沙古堆村引进专家进行示范种植，为村民
免费提供樱桃苗和水肥、技术指导等，经过 5
年的精心种植终获成功。此后，儒林村、供给
店村、小辛庄村等周边村也陆续开始种植樱
桃，而后整个西集镇大力发展樱桃种植，并逐
渐走上了产业化之路。

2005年，通州区西集镇第一届樱桃采摘
季活动在沙古堆村举行，如今已经办了 18
届。2011年 12月，“通州大樱桃”正式被原农
业部批准为国家级地理标志。

“获得地理标识后，我们积极利用这一契
机，对其进行保护、品种提升以及产业化发
展。比如，对沙古堆村樱桃生产环境提升、设
施改善，提高果园生态环境，积极推进产业良
性发展。同时大力推行有机肥，增甜提质。
再利用物联网对其进行生产销售全过程追溯
以及绿色防控等措施。”西集农业综合服务中
心相关人员介绍。

抓住“樱桃”发展机遇，西集镇近年来通
过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促进樱桃种植管理
现代化，让园区内的种植户和运营主体实现
优产优质优价。像御樽庄园、红樱桃园艺场
等多个主体，在做好种植特色的同时，开发特
色文化活动，形成了一三产融合、创新休闲农
业发展的特色园区，吸纳当地村民就业，促进
村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发展的同时，也让更
多人记住了“西集味道”。

今夏，与西集大樱桃齐名的“国家地理标
志”产品张家湾葡萄也进入了成熟期，这里素
有“北京吐鲁番”“京郊葡萄之乡”的美誉，市
民可以品尝到山东的贵妃玫瑰、日本的粉红
亚都蜜、罗马尼亚的维多利亚、英国的玫瑰香
（优系）等全球30多个经典葡萄品种。

位于张家湾镇大北关村的北京葡萄大观
园里，葡萄架上枝蔓茂密，紫红碧绿，一串串
色彩鲜亮的葡萄饱满可爱。“鼎盛时期，园子
里种了 130多个品种，我们结合市场和百姓
品味优中选优，保留了30多个经典品种。”北
京葡萄大观园总顾问许尚斌介绍，目前这里
是副中心面积最大的葡萄种植基地。

据《通县志》记载，张家湾种植葡萄的历
史可以追溯到700多年前的元朝。到了上世
纪 90年代，张家湾葡萄得到进一步发展，因
其品种多、质量好，被称为“北京的吐鲁番”。
2014年，张家湾葡萄被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

名扬在外的张家湾葡萄，也带动了村民
致富。许尚斌年轻时担任过张家湾葡萄协会
会长，他说：“张家湾的葡萄种植面积最多曾

达到2万亩，种葡萄最早的是西定福庄村，种
得最好的是上马头村，后来上马头村还被评
为‘京郊葡萄第一村’。90年代初期，上马头
村几乎家家户户都装了电话，葡萄给大伙儿
带来了好日子。”

几十年来，葡萄的口感在不断迎合市场
变化。走进大棚，许尚斌指着棚里晶莹剔透
的绿色葡萄说：“这是这几年都大受欢迎的贵
妃玫瑰，经过后天改良，现在带有荔枝的香
气，随着葡萄的成熟，香气会愈发浓郁。”他
说，过去品种单一，人们的选择也有限，现在
大家生活水平提高了，更愿意吃带有香气的
水果，香气浓郁的品种，市场销量一直不错。

占地 180 亩的北京葡萄大观园，葡萄年
产量 6万斤。别看产量大，这里的葡萄在市
场上很难买到。“我们主要以采摘为主，老顾
客每年都会提前预订。”许尚斌说，为了延长
采摘期，园区充分发挥葡萄品种名、特、优、
新、奇和不同品种的特性，采用多种温室栽培
方式，实现了一年能有十个月的产品供应
期。“现在，葡萄的鲜果采摘期可以一直持续
到10月中旬。”

本版摄影 唐建 党维婷

夏天吃美味可口的新鲜番茄，是很
多 70 后、80 后的美好回忆。作为夏季
上市的应季果蔬，小时候，番茄被很多
家庭拿来当水果吃。如今，在城市副中
心番茄更是被种出了“花”，无论是科技
小院、育种企业、蔬菜种植大户，都在尝
试引进不同番茄品种，多品类番茄陆续
推向市场，送上百姓餐桌。

走进农林科学院通州基地连栋温
室展示区，在封闭式无机基质栽培和番
茄高糖栽培种植技术的双加持下，又大
又红的番茄新鲜诱人挂满藤蔓，远远望
去，就像是进入了“番茄森林”。摘下一
个品尝，酸甜可口，满口爆浆。“通过优
质抗病品种选育、智能温室环境控制、
水肥智能循环体系等，我们实现了番茄
的高效生产。同时封闭式无机基质槽
培系统实现了营养液的循环利用，营养
液不对外排放，也不会对地下水以及环
境产生污染，大大提高了水肥的利用效
率。”市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所高级农
艺师季延海说，目前他们种植的番茄不
仅糖度较普通番茄提高 60%以上，还大
大提升了商品果率，实现了产量与品质
的兼顾。

永乐店镇西槐庄科技小院大棚里，
番茄的清香混合着泥土的气息扑鼻而
来，一串串红彤彤、黄灿灿的番茄挂满
枝头。“今年我们栽种了草莓番茄、红色
樱桃番茄、黄色樱桃番茄三种，全程采
用富硒技术，硒元素含量高，并使用水
肥一体化、黄板、防虫网、熊蜂授粉等技
术，通过物理、生物防治措施实现产品
不打农药，绿色无公害。”科技小院学生
张晓恬表示。

在城市副中心，育种公司通过引进
种质资源，将十余种高品质番茄通过繁
育种植及本土地化驯服，成功试种，进
一步丰富本地种源。“我们引进了十多
个品种的番茄。根据果实颜色不同，给
这些新品起了接地气的新名字。”大务
村育苗基地相关负责人高杰介绍，小
橘、小黄、红丸都是引进的新品种，属于
樱桃番茄，结小果。

该基地试种了 30 亩左右，进行春
秋两季试验，目前春季试种品种已完成
定植。高杰说，“从去年秋季试种的结
果来看，这些番茄产量、品质都不错，已
经有种植户闻讯找来要定植这种高品
质番茄。”

夏季水果里西瓜必不可少，今年通
州市场上迎来了一批“特殊来客”——航
天育种西瓜。

“夏天没吃西瓜，会让人觉得一整个
夏天都缺了点什么。”酷爱西瓜的市民刘
爽今年第一次买到了产自通州的太空西
瓜，尝上一口便欲罢不能，“太甜了！太
脆了！太好吃了！”

拥有航天基因的“航小瓜”产自于家
务乡内的神舟绿鹏科技有限公司，这是
一家致力于航天育种研究的科技公司。6
月中旬，“航小瓜”呱呱坠地，含水量高、
含糖量高、最高糖度可达 17 度……这些
超过普通西瓜的优势，让“航小瓜”成了
市场的俏货。

与传统育种技术相比，航天育种最
大优势是空间诱变材料的变异率高、致
死率低、育种周期短，可在相对较短时间
内，创制罕见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
因源，形成携带高产、早熟、抗病、耐胁迫
等优良性状的新种质资源或新品种。公
司技术指导刘西信介绍道，“我们培育种
植的航西瓜5号，一方面是为了迎合市场
需求，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更好地将航天
育种进行转化，将这些优质品种带到百
姓餐桌上。”

今年，在市场上“火出圈”的还有来
自漷县镇军屯村科技小院的北京自育西
瓜品种：京美 2K和京彩 1号。“我们的西
瓜瓜瓤有红色的、黄色的，还有彩虹色
的，口感都十分脆甜。”军屯村第一书记
韩德芳自豪地介绍。这几年，小西瓜特
别流行，军屯村很快瞄准了在副中心培
育精品西瓜的机会。

京美2K是这几年国内流行的小西瓜
品种，品质口感等各方面不输同类型优
质小西瓜。京彩 1号则是这几年新诞生
的选手，拥有彩虹色的瓜瓤，β胡萝卜素
是普通西瓜的 5至 6倍，是西瓜界公认的

“土豪金”，符合现代人对营养健康的追
求。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研究员宫国义介
绍：“京美 2K 耐低温易坐果、耐裂、耐储
运；京彩1号更耐热，可以实现晚种，在同
质化竞争中更有优势。两种西瓜的糖度
都可以达到13度以上，在小瓜里算是‘尖
子生’。”

今年，因为好吃而爆火的还有永乐
店镇小南地村的“原汁原味庞各庄西
瓜”。村里用上庞各庄的苗，请来当地的
老师傅，经过土壤改良和精心管理，第一
年试种便成功了，2000 斤西瓜还没等上
市就被预订一空。

太空西瓜成市场俏货

樱桃产业发展农业特色园区

张家湾葡萄采摘持续到10月

水果番茄种出了“花”

副刊·科创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听取河长制工作情况和下一步工作安排汇报
研究加强首都水资源战略安全保障等事项

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
本报讯（记者 祁梦竹 范俊生）昨天下

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我市河长制
工作情况和下一步工作安排汇报，研究《关
于加强首都水资源战略安全保障的实施方
案》等事项。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治水的重要论述，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坚
持好、运用好河长制治水机制，不折不扣完
成今年各项任务，不断提升首都水治理现代
化水平。要继续全力抓好防汛工作，坚持底
线思维，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加强预报

预警、指挥调度，加快重要水利工程水毁应
急抢修，做好水库、河岸堤防、塘坝等设施巡
查管护，确保安全度汛。要着力提高防洪抗
洪能力，深刻认识此次极端强降雨带给我们
的启示，在灾后恢复重建中，进一步完善流
域防洪工程体系，抓紧建设已规划的蓄滞洪
区，科学提高基础设施洪涝防御标准。要打
好水环境治理歼灭战，深刻认识河湖问题表
象在水里、问题在流域、根子在岸上，坚持点
面结合、标本兼治，统筹推进水环境问题从
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转变，着力提升水环境

质量稳定性、持续性。各区、各单位要对照
总河长令任务清单，抓好任务落实，各级河
长履职尽责、担当作为，市河长办加强组织
协调和监督检查。

会议指出，首都水资源战略安全保障事
关首都安全稳定，统筹做好水资源的保障利
用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我们要深入贯
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抓紧抓细抓实水资源战
略安全保障各项工作，牢牢守住首都水安全
底线。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完善应
急预案，一体抓好水资源保护、储备、输配和

供应，尽快补齐各个环节短板。突出政治中
心、突出人民群众，优先保障首都功能、市民
基本生活、城市基本运行用水需求。加强应
急保障能力建设，多途径增加地表水、地下
水储备水量，提高供水安全保障系数。强化
统筹领导，各区各部门要树立“一盘棋”思
想，不折不扣落实好任务分工。同灾后恢复
重建、水网建设、韧性城市建设等有机结合
起来，加强与津冀两地沟通，协同做好水资
源保障利用工作。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本报讯（记者 关一文）昨天，随着“燕郊号”盾
构机刀盘缓缓转动，轨道交通 22号线河北段神威
大街站-潮白大街站区间右线盾构机顺利始发，这
标志着轨道交通 22 号线河北段盾构施工进入新
阶段。

“今天顺利始发的‘燕郊号’是河北段第二台
始发的盾构机，它将与首台盾构机‘三河号’同向
掘进，形成前后接续的态势，完成潮白大街站至神
威大街站 1795米的盾构区间掘进任务，之后将转
战至高楼站再次始发，完成高楼站至齐心庄站
2020米盾构区间掘进任务。”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
公司轨道交通22号线（平谷线）16标二工区机电副
总工张坤介绍，“燕郊号”盾构机开挖直径为 8.29
米，总长约 109米，总重约 1400吨。该盾构机配备
了智能化掘进管理系统、渣土计量系统、盾尾间隙
自动测量系统等各种先进功能，大大提高了盾构
机的自动化、智能化水平。利用盾构机上的各类
智能化系统，可实时计算每环实际出渣量并进行
对比分析，有效防止渣土超、欠排，实现盾构掘进
施工的精细化管理，减少对地层的扰动，安全、高
效地完成施工任务。

作为高质量打造“轨道上的京津冀”的标志性
线路，北京轨道交通 22号线（平谷线）西起朝阳区
东大桥，东至平谷新城，途经朝阳区、通州区、河北
省三河市、平谷区等地区，串联了CBD核心区、城
市副中心、燕郊、平谷新城等重点功能区，线路全
长约 81.2公里，分为北京段和河北段。其中，河北
段工程由中交一公局集团和中交隧道局联合体承
建，全长 29.2 公里，包括地上段、地下段两部分。
地下段长度约 17.56公里，共设 5站 6区间，分别是
燕郊站、神威大街站、潮白大街站、高楼站、齐心庄
站。未来，22号线将在齐心庄站预留向东延伸支
线条件，可实现“一干多支”的网络化运行。

京投轨道所属快轨公司轨道交通 22号线（平
谷线）16 标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李宝国介绍，目
前，项目已进场 3台盾构机，首台盾构机“三河号”
已于 7月 26日顺利始发，正在进行掘进施工；第三
台盾构机“笃行号”正在下井组装。后续三台盾构
机也在紧锣密鼓生产制造中。

李宝国表示，作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发展的
标志性工程，北京轨道交通 22号线是首条京津冀
区域快线，也是首条突破市域行政范围的城市轨
道交通线路。项目建成后，北京中心城区、副中
心、三河市和平谷区将实现轨道交通快速互联互
通，对促进通州区与北三县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带
动区域经济振兴和改善民生都具有重要意义。

协同发展绘新篇协同发展绘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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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商务区注册企业21822家 注册资金达4825亿元

“绿色定位”吸引“绿色产业”加速集聚
本报记者 刘薇

“水韵林海、千年绿城”。坐落在五
河交汇处的运河商务区，是城市建设的
先行区、示范区，也是ESG“绿色产业”的
集聚区。这里林水相依，以“绿色产业”
的定位吸引着高端要素加速集聚。截至
目前，运河商务区共有注册企业 21822
家，注册资金达4825亿元。

城市副中心坚持规划引领，突出绿
色发展基调，加快推进国家绿色发展示
范区建设，探索出了一条以绿色为鲜明
特征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绿色金融落地安家
600年前，运河商务区所在的五河交汇

处曾是京城东部著名的码头，如今，以近50
万平方米的五河交汇区为核心形成的运河
商务区重点承接和发展总部经济、财富管
理、绿色金融、金融科技等重点产业，以无
污染、占地小、产值高为特点的金融产业再
次勃兴。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北京银行的
财富管理总部等相继落户，运河畔的金融
城渐渐崛起。

“绿色金融”是运河商务区最具特色的
金融板块。所谓“绿色金融”，是通过投融
资、金融产品创新等方式为环境保护提供
支持，是可持续发展理念在金融领域的具
体体现。北京绿色交易所（绿交所）、北京
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绿金院）；
中美绿色基金、中欧绿色与创新产业协会；
三峡新能源公司、国投信开水环境投资公
司等一批以绿色、双碳为特色的绿色相关
产业主体已经在运河商务区集聚。特别是
从中心城区疏解、落户于运河商务区的北
京绿色交易所已正式升级为面向全球的国
家级绿色交易所。

绿色景观焕然一新

近年来，随着水环境治理力度的加强，
运河商务区五河交汇水域还清，生态改善
为高质量发展积累了雄厚的“绿色资本”，
一座“绿色新城”正在这里拔地而起。

从通州希尔顿酒店高层向东北方远
眺，蓝绿交织的风景尽收眼底。西海子公
园清澈的湖水倒映着古色古香的亭台楼
阁，不少人正在环湖步道上悠闲漫步。经
过为期两年的闭园改造，西海子公园由 11
公顷扩大至 23公顷，成为嵌入运河商务区

的一颗明珠。改建后的西海子公园，西海
子湖、葫芦湖一分为二，揽月亭、牡丹台、西
海阁、云曲桥等建筑京味十足，水、石、花、
木情趣盎然，与远处的燃灯塔遥相呼应，韵
味满满。

西海子公园不远处，作为城市副中心
网红打卡地之一，千荷泻露桥被越来越多
的人所熟知，来自本市城区甚至不少外地
游客纷纷来到这里来观赏风景、运动健身，
感受大运河之美。无论是从桥上欣赏运河
风景，还是站在运河两侧木栈道上欣赏运
河沿岸风光都是不错的选择。

绿色建筑拔地而起

运河商务区建设之初，就已将“绿
色”“人文”“智慧”的未来基因植入发展
血液。十多年来，运河商务区始终践行

绿色发展理念。截至目前，运河商务区
开发项目都按照绿色建筑要求设计，部
分项目具备 LEED 金级认证，并达到绿建
三星标准。

作为运河商务区的“元老”，新光大中
心以绿建三星标准建造，已获得LEED金级
认证。环境方面，项目响应海绵城市建设，
采取雨水收集渗透技术，实现回收超90%雨
水，减少 80%固体悬浮物，降低城市内涝风
险；建筑选材方面，选用低VOC建筑材料，
绿色施工，确保室内环保健康；玻璃幕墙选
用高透射玻璃，配合室内精装选材和色彩，
有效利用自然采光，提高舒适性，节电低碳
环保，全方位打造绿色建筑及Wellbeing绿
色运营体系。

超高的LEED渗透率，让运河商务区成
为全国“绿化”程度较高的商务区之一。这
些成绩的背后，离不开各楼宇项目对绿色

发展理念的践行。

绿色能源深度融合

目前，位于运河商务区北京国际财富
中心的国华投资综合智慧能源项目一期已
经完成建设。后续二、三期还将继续建设
虚拟电厂、全钒液流电站、零碳绿色生态园
等，加快推动城市副中心能源绿色低碳
转型。

该项目是国家能源集团在北京建设的
首个综合智慧能源项目。项目全部投运
后，每年预计可生产“绿电”约3500万度，相
当于节约标煤 1.4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3.48
万吨，并可根据园区能源碳足迹，实时计算
碳排放、碳减排情况，设定、优化碳中和路
径，打造城市副中心零碳清洁能源利用示
范区。

屋顶加装光伏发电设备屋顶加装光伏发电设备，，财富中心综合智慧能源项目助力副中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财富中心综合智慧能源项目助力副中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燃灯塔与运河商务区古今辉映燃灯塔与运河商务区古今辉映。。 西海子公园水绿相依西海子公园水绿相依。。记者记者 常鸣常鸣 唐建唐建//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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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旗在救灾和重建一线高高飘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