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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试验田”到“金招牌”

通州区“北京科技小院”于 2020年启动建设，在市委统战部
和各高校院所指导支持下，先后与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科院、北
京农科院、北京林业大学、北京农学院、北京农职院、北京水产技
术推广站等 7家高校院所建立指导关系，有 40余名专家和 14名
驻院研究生扎根在 14家科技小院内，为通州区乡村振兴的发展
持续贡献力量。

位于马驹桥镇的北京通州智慧设施农业科技小院，现已成功
引种培育多个优新品种。马驹桥镇科技小院位于姚辛庄村，依托
邻里农场于去年3月正式落户，运营刚1年时间，便为姚辛庄村集
体房屋土地增收 56.68万元，带动村民岗位增收 30万元、村民房
产增收46.6万元。

而把现代农业科技真正应用到田间地头是中国农业大学吴
学民教授团队、北京林业大学黄河教授团队，通过吴学民、梁宗
敏、郭鑫宇、黄河等老师作为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创新的坚强后
盾，江晓雯、师圣超、吴腾等研究生驻村工作的形式，“零距离、零
门槛、零费用、零时差”引导农民进行高产高效生产，帮助农民
增收。

随着建设步伐加快，目前姚辛庄村还修建了阳光温室大棚3
座，用于科技小院日常品种育苗、新品种试验种植以及扩繁。在
科研团队的指导下，中国农大自主研发的“农大一号”脆皮甜瓜已
成功试种，特色蔬菜菊苣已实现量产并供应到城区市场。皱叶
菜、西兰苔、番茄、辣椒等科技转化蔬菜均已试验种植成功；京花
（月季、菊花）、国兰、蝴蝶兰等名贵花卉即将实现组培与扩繁。

下一步，马驹桥镇联营公司北京宏仁瑞农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将通过扶持形式将科技转化成果提供给本地村民，形成研发-应
用-推广-销售“庭院经济”闭环，为当地农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助力本地居民文化修养双提升。

一支“带不走”的帮扶队

“冰淇淋”萝卜属于水果萝卜品种，其外皮色彩丰富，从缨子
处的紫色渐变为翠绿，再到雪白，像层层递进的冰淇淋。切开后，
肉质白里透红，口感甜而不辣，因其糖分含量充足，故美其名曰

“冰淇淋”萝卜。与普通萝卜相比，“冰淇淋”萝卜口感脆甜，颜值
出众，已成为通州区又一特色农产品。

在中国农业大学王冲教授团队和 9名驻科技小院研究生接
续 5年的帮助下，永乐店镇西槐庄村先后探索了袖珍西瓜、水果
萝卜、草莓番茄、牛奶珍珠玉米等新一代口感型农产品，过硬的产
品质量，让村里拥有一批又一批回头客。

值得一提的是，科技小院还为西槐庄村的特色农产品设计了
专属品牌，“西槐庄园”标识和朗朗上口的宣传语“田园山水美如
画，西槐美丽传天下”逐渐传开。最重要的是，中国农业大学的师
生和科研人员驻扎小院、走进田间地头，送技术、抓培训，为村内
农业发展注入科技力量，带来了一支“带不走”的帮扶工作队。

宋庄集体农场科技小院则靠着可鲜食和榨汁的新品种胡萝
卜出圈。2022年，针对镇域土地撂荒现象，宋庄镇党委政府创新
性地成立宋庄集体农场，并联合农业科研机构筹建科技小院，通
过引进特色农作物品种探索土地高效利用路径。针对当地缺乏
胡萝卜种植经验的现状，研究所提供“中誉 1877”优质品种及全
程技术指导，成功开辟鲜食胡萝卜特色产业。

该品种由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发，可适应冬春
大棚、早春及越冬茬口种植，持续采收期长，生长期约120天。营
养与口感兼备，肉质脆嫩无渣，鲜食清甜。除了适合鲜食，胡萝卜
榨汁也非常受欢迎。据介绍，在其生产过程中采用了高压灭菌技
术，通过低温高压的方式有效消灭有害菌，最大程度保留胡萝卜
原本的味道、口感、营养，保证了食品安全。经过实验检测，杀菌
后胡萝卜汁保质期延长至15天，为市场拓展提供支撑。目前，农
场带动了20余名本地村民就业，积极推广鲜食胡萝卜、鲜食玉米
等特色品种种植，预计实现收入约40万元。

科技小院遍地开花

除此之外，西集镇车屯村科技小院的多彩番茄、花椰
菜，于家务乡果村科技小院的芹菜、草莓西红柿，漷县镇
军屯村科技小院的炫彩西瓜、林下榆黄菇……科技小院
在通州区可以说是遍地开花，这种围着农民转、做给农民
看、带着农民干、帮助农民赚的科技服务，不仅可以大大
减轻农户的负担，也让农产品的产量和品质更有保障。

通州区委统战部副部长林鹏介绍，未来，通州区将强

化科技小院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统筹社会各界资源，
坚持分类施策，打造精品特色小院，完成三年内建设20家
以上科技小院的工作目标。同时，重点在科技成果转化、
新农人培养、品牌提升、带动增收致富等方面发力，深入
打造科技小院品牌矩阵，推动科技小院建立自有品牌，
实现线上线下同步发展，为通州区“三农”建设作出更大
贡献。 本报记者 金耀飞

“冰淇淋”萝卜、五色草莓、“农大一号”白皮甜瓜、富硒小麦……先进的农业技术、科技服务来到田间地头。近日，通州
区委统战部推出通州区“北京科技小院”手绘地图，以直观清晰的形式展现了全区14家科技小院的实景样貌，精准标注了
各“北京科技小院”的特色农产品和地理位置。同时还制作了特色农产品目录，汇总整理了各科技小院简介、特色农产品
特点、成熟期及产量等信息，吸引大家更多关注科技小院发展成果，让新品种、新技术惠及更多市民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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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刚刚在广东佛山市开办了贸易
公司的肯尼亚投资者约瑟芬，凭佛山市
市 场 监 管 局 提 供 的 主 体 资 格 文 件 复 印
件，在丰台区政务服务大厅领取到营业
执照，正式在京开办起了北京约瑟芬贸
易有限公司。

记者从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为
了便利外国投资者跨区投资，北京丰台、
浙江杭州和广东佛山率先开启“区域互
认”模式，只需要出具任意一地“主体资
格文件复印件”，即可在三地“一次审核
全域通行”，使得企业办理周期从 15 天压
缩至 1 天。

此前，外国投资企业跨地域投资需多
次提交证明文件。如办理企业开办等业
务时，外国投资者的主体资格证明文件
需要首先经所在国家主管机关公证，然
后再经当地使领馆认证，不仅流程较长，
还需要花费一定的费用。在不同的城市
投资，证明文件还无法重复使用，外国投
资企业每次跨地域投资只能重复办理证
明文件，一次一核验。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登记注册处副处
长马海燕表示，为了便利外商在京津冀
三地投资，三地创新推出了外资主体资
格证明互认机制。为了进一步优化外商
投资环境，北京市丰台区、浙江省杭州
市、广东省佛山市三地市场监管部门联
合签订《开展外国投资者主体资格文件
三地互认办法》（试行）。“这也就意味着
继京津冀区域互认举措实施以来，互认
机制再次延伸至长三角、珠三角两大经
济圈核心区域。”

新规明确，外国投资者在任一登记机
关 完 成 主 体 资 格 证 明 文 件 的 原 件 核 验
后，其由登记机关档案部门加盖专用章
的主体资格文件复印件，可在另两地直
接作为有效申办材料，实现“一次核验、
三地通用”。丰台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
孙凰表示，此举可使企业办理周期从 15
天压缩至最快 1 天。

新政实施以来，肯尼亚外国投资者约
瑟芬成为首个受益者。“今年 3 月，我在佛
山设立了一家贸易公司后，也想在北京
设立企业。”约瑟芬对记者说。

得知有区域互认政策后，约瑟芬随即
向丰台区市场监管局提交设立北京约瑟
芬贸易有限公司的申请。3 月 20 日当天，她就凭佛山市市场
监管局提供的主体资格文件复印件，顺利领取到了营业执
照。“对于我们外商来说，之前在不同城市申请设立企业，都
需要重新提交一遍公证认证文件，流程很繁琐，有时要等十
几二十天，甚至一个月之久。现在在网上认证后，几个小时
就领到了营业执照。”约瑟芬表示，自己在北京设立的企业是
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希望将中国生产的优质电子产品出口
到非洲和世界其他国家。

马海燕表示，下一步，本市将继续探索，努力将“区域互
认”扩展至全国范围。 本报记者 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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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北京科技小院手绘地图发布
14个科技小院特色产品有吃有喝有玩真不孬

推动“通州好人”向“通州人好”转变
凝聚副中心向上向善的强大力量

九五后记者与
通州榜样对谈
详见今日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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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通州榜样榜样
感动通州感动通州的故事的故事

夏建立是通州区马驹桥镇一名普通的防水工
人，今年32岁，他每天早出晚归，用勤劳的双手为副
中心营造舒适的环境。这位平凡的打工人，在危急
时刻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

去年六月的一个下午，凉水河漷马路段附近发
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救援。一名男孩在河边玩耍时
不慎落水，被湍急的水流冲向下游，漂了几十米，生命
危在旦夕。就在大家惊慌失措的时候，正在附近的夏
建立挺身而出，飞奔下河施救，男孩最终转危为安。

夏建立的见义勇为行为，传递了温暖与力量。
面对危险，挺身而出是勇气，临危不惧是素养，逆流
而上是担当。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见义勇
为，什么是英雄本色。

95后记者与通州榜样的对谈

谢佳航（本报记者）：听 说 那 天 救 人 挺 惊 险 的 ，
是吗？

夏建立（通州榜样）：那天特别热，当地不少孩子到
凉水河边乘凉。我当时正和同事在河边说事，突然听
见河边有人大喊：“快来人，有个小孩掉水里了！”我往
河那边一看，只见一个小孩正在河中间的地方，被水流
冲向下游，漂了数十米远。那孩子看起来体力已经耗
光了，双手在水面上扑腾着，情况万分危急。

我顾不上脱衣服脱鞋，只记得把手机往地上一扔，
就赶紧往河边跑。那一刻，我心里什么都没想，也根本
来不及乱想，因为我知道，每一秒的拖延都可能让孩子
陷入更大的危险之中。

谢佳航（本报记者）：当时你受伤了吧？
夏建立（通州榜样）：靠近岸边有许多石头，当时我

的膝盖和腿都擦破了，鲜血直流。可救人心切，我已经
顾不上疼了，只是拼了命地往男孩的方向游去。当我
到河中央的时候，才发现水要深得多，而且水流特别
急，这给救人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当时除了我之外，还有两个好心人也冲下河去救
人。但他们也没料到水这么深，水流这么急。一位男
子虽然奋力去抓孩子，但没有抓住；还有一名下河的同
志水性不太好，自己也被呛了一下，幸好又有人下河把
他救了上来。

好在我水性还不错，憋着一股劲儿，坚持到了最
后。小男孩一直被水冲着往下走，我就斜着往前追，最
后一把抓住了孩子的胳膊，然后让他搂住我脖子。抓
着孩子我就踏实些了，一边踩着水努力地往岸边游，一
边不停地安慰孩子别惊慌。那一刻，我真的是用尽了
全身的力气，才终于带着男孩游回了岸边。

谢佳航（本报记者）：现在回想起来，你直接就冲下
河里，后怕吗？

夏建立（通州榜样）：说实在的，回想起来确实挺危
险的。水那么深，水流又那么急，中间我也呛了几口
水，上岸后筋疲力尽，一直在大喘气，感觉全身的力气
都被掏空了。但当时情况那么危急，我根本没时间去
想别的，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拼尽全力去救人。

后来想想其实也挺后怕的，我已经好多年没下过
水了，要是当时自己也出了事，那可怎么办？可如果是
我自己的孩子遇到这种情况，我肯定也希望有人能伸
出援手。所以，既然让我遇到了这样的事情，就不能见
死不救。如果今后再遇到此类情况，我还是会义无反
顾地冲上去。

谢佳航（本报记者）：看到救上来的孩子活蹦乱跳
的，是不是心情特好？

夏建立（通州榜样）：孩子被救上来后，看上去活蹦
乱跳的，这让我松了一口气。他不停地说谢谢叔叔，旁
边的人想要帮着联系孩子的家长，可能孩子怕被骂，
就和另一个小孩一起离开了。上岸后，我的衣服都

湿透了，鞋子里面浸满了淤泥，脸上、头发也都
湿漉漉的。我也没顾上太多，就急匆匆地回

去换衣服了。
其实，当时周围的人对我表示称赞

的时候，我也没感觉有什么特
别的。在我看来，做好

事没必要留 名 ，我
只是做了自己

该做的事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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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佳航（本报记者）：再遇到类似的事，还这么“冲动”吗？
夏建立（通州榜样）：我当时只是想，如果我犹豫了，或者退

缩了，这个孩子可能就活不下去了。而救了这个孩子，就等于救
了他们一个完整的家庭。这种信念一直支撑着我，让我义无反
顾地冲上去。

今后再遇到这种危急情况，如果我能帮上一把，就一定要
帮。我从小家里就教育我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这种信念已
经深深扎根在我的心里。如果我当时犹豫不管，我会一辈子良
心不安。

谢佳航（本报记者）：听说你净做好事了，前些日子还紧急送
一位脑出血的工友去医院？

夏建立（通州榜样）：大家都说我这人实在，是个热心肠。
从小我就这样，在我五六岁的时候，学校附近有个老奶奶每天
捡瓶子、收废品，看着她比较辛苦，我就会攒一些瓶子给她，或
者帮她一起捡废纸。

长大后，这股热心劲儿也一直没变。平时工友有需要帮忙
的地方，只要我知道了，都会主动过去搭把手。工友老张身体
瘦小，工地上需要把一百多斤的油毡扛上楼顶，我二话不说就
帮他扛了上去，虽然当时自己的双腿都发颤，但我心里觉
得挺踏实的。

就在一个月前，晚上十点多，都准备睡觉了，
工友老王突然过来找我说身体不舒服，手
脚 发 麻 。 我 当 时 心 里 一 紧 ，说 ：“ 走 ！
咱们赶紧去医院 ！”我 背 着 老 王 ，
一 边 往 大 道 上 跑 一 边 打 车 。
等到了医院 ，医生说老王
颅 内 出 血 ，幸 亏 及 时
送到医院，再晚点
儿很可能出现
生 命 危
险。

谢佳航（本
报记者）：干普通的
工作，做感动人的好事，
真的佩服您。

夏建立（通州榜样）：我家
在河南，目前在马驹桥镇干防水。
每年通州几十个小区的防水改造都有
我们的参与，比如马驹桥镇的莲水怡园、桃
花岛小区等。在繁华的都市中，建筑物的防水
工程是确保居住和工作环境舒适性的关键一环。

我们的工作环境是高空作业，七八月的时候，
在楼顶上工作，大太阳烤着，特别闷热。最难熬的是中
午，气温最高的时候有四十来度，再加上施工的特殊性，需
要火枪加热，每天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一天要喝好几
大瓶子水才能补充水分。防水系统虽然只是建筑施工中的
一个环节，但非常重要，这个步骤如果没做好，后期出现渗
漏水会严重影响居民的居住体验。虽然工作环境艰苦，但
每当看到通过自己的努力能让副中心的居民住得舒心，我
就觉得特别值！

夏
建
立
：
下
回
遇
到
了
，

我
还
义
无
反
顾
去
救
人

被访问者 夏建立 访问记者 谢佳航

这是当时
读 者 用 手机拍

到的夏建立及另外两
位好心人飞奔下河接力施

救，使得落水男孩转危为安。
（图中黑色身影为夏建立）

袁志永 北京永通昌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黄 跃 通州区玉桥街道玉桥南里社区居民

关胜利 退休教师、通州区新华街道河畔雅园社区党支部党员

李 悦 交通银行北京通州分行对公客户经理

松玉红 北京市通州区手递手残疾人服务中心主任

贾冠楠 北京通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主管、

通州蓝天救援队队员

白香阁 通州区文景街道辖区志愿者

郭晓峰 北京谱辩律师事务所主任

张红妹 北京圣永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

殷丽莉 中国纺织非遗推广大使、高级经济师

常善强 北京凌天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科研项目经理、工程师

陈 博 通州区水务局海绵城市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

通州区永乐店镇水务所副所长、高级工程师

刘 亮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骨中心主任

李腾飞 北京市保安服务有限公司通州分公司商业大队副队长

石靖楠 通州区融媒体中心播音主持管理部主任

翁志清 通州区玉桥街道职康站老师

冯颖静 通州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固定资产投资科科长

江乐阳 北京中科盛康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卢 旭 通州区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部部长兼普儿科主任

聂建华 通州区郎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医师

2024年度“通州榜样”
提名奖获得者

胡彦固 小米汽车工厂冲压车间主任

包佳寅 华夏银行北京城市副中心分行营销管理部总经理

韩 娜 通州区沐泽社会工作事务所创始人、党支部书记、总干事

刘春双 通州区张家湾镇张湾村妇联主席

常 昊 国家花样游泳队队员、奥运冠军

焦 洁 北京妙言律师事务所主任

秦春增 通州区财政局农业农村科一级主任科员

赵增权 蒙牛乳业（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员工

夏建立 北京大运防水工程有限公司员工

谭崇庆 通州区中仓街道莲花寺社区居民

2024年度“通州榜样”
荣誉称号获得者

碧水充盈垂柳依依 春日暖阳如诗如画

城市副中心为水姑娘化妆补水
本报讯（记者 冯维静）春日，气温回暖，在通惠南干渠，

清澈的水流奔腾而下，水面波光粼粼，在春日暖阳的照耀下
闪烁着金色的光芒。随着春季生态补水，河水水位明显上
升，原本干涸的河床如今被碧水充盈。河岸两侧，垂柳依依，
嫩绿的枝条随风摇曳，倒映在水中，与流淌的河水相互映衬，
构成了一幅如诗如画的美景。

为确保此次春季补水工作顺利进行，通州区水务局科学
规划，依据生态需求、区域水资源状况等制定详细方案，明确
了补水的水源、水量、时间、路径等关键信息，并加强与相关
部门和周边区域的沟通协调。同时，明确水质取样人，与环
保部门紧密对接，及时对补水水源进行取样送检，确保水质
达标。各乡镇也积极行动，西集镇水务所通过一条主沟（沙尹
沟）引水至其他14条沟渠，为西集镇开展生态补水工作。在引
水过程中，工作人员根据各支沟的实际情况和水生态需求，科
学合理地分配水量，及时提闸、闭闸，确保需要补水的区域都能

得到适量的水源补充。同时，加强对补水沿线河道的巡查和维
护，及时清理阻水障碍物，确保水流畅通无阻。

漷县镇地处通州区东南部，水网纵横。补水过程中，漷县
镇水务所精准控制补水流量，避免对河道造成冲刷，同时加强与
流域上下游、干支流水务部门间的协作配合，推动全流域生态补
水工作向纵深开展。补水预计持续3个月，涉及漷县镇内十余条
主要河道，如田石引水渠、东风干渠、团结沟、天河沟、大梁沟等。
通过生态补水，漷县镇部分河道水质得到明显改善，水体透明度
提高，周边的水生植物和动物种类有所增加，生态环境愈发宜居。

自本次补水工作开展以来，永乐店镇水务所巡河人员遵
循“看住水、管住人”的原则，在重点水域与水头处安排专人
盯防。巡查时，严格检查沿河环境、河道畅通及水质情况，发
现问题即刻处置，实时上传补水信息。宣传工作同步推进，
面向河道沿岸居民与游河群众，讲解春季防火知识，倡导移
风易俗、文明祭祀，严禁河道周边动火；劝阻非法捕鱼行为，

并借助村级微信服务群宣传生态补水意义，提醒居民远离危
险区域，提升安全防范与爱水护水意识。

记者从区水务局获悉，通州区地处九河下梢，拥有得天
独厚的水资源优势。近年来，通州区积极落实相关要求，精
准抓住河流生态补水这一关键环节，疏通沟渠，有效缓解农
村水域季节性干枯问题，实现河流生态复苏，成功解决了地
下水超采、黑臭水体反弹等难点问题，让蓝绿交织、水城共融
的美景在全区处处可见，为副中心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活
力。2024年，全区生态补水总量高达 11560.01万立方米，有
水河长增加了 280 余公里。补水区域地下水埋深相较于
2023年回升了 1.46米，全区地下水超采面积大幅减少，严重
超采区已全部消除，南部乡镇的水生态环境得到显著改善。
随着此次春季补水工作的全面展开，通州区正迎来更加清
新、宜人的生态环境。接下来，通州区将继续加大水资源保
护和生态建设力度，为区域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