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商报：平谷大桃产业在平谷区的经济发
展中占据什么样的位置？

胡宝旺：平谷大桃是平谷农业的主导产业之
一，全区大桃总收入11.38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

31.8%。全区3万户10万农民从事大桃生产，人均

大桃收入1.63万元，大桃生产已经成为农民生产

生活的重要经济来源，实现了从温饱到富裕的巨

大转变；依托大桃产业发展的加工企业、纸箱厂、

果袋厂等也为果农提供了就业机会；同时是旅游

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助推了全区旅游业的发

展，带动了全区经济的发展。

北京商报：平谷正在推进农业科技示范区建
设，目前的进展如何？未来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胡宝旺：目前，《平谷区农业科技创新及产业
提升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即将发布，

将作为我区农业科技创新发展的市级纲领性指

导文件；北京京瓦农业科技创新中心一期工程基

本完工，与首农、新希望、大伟嘉等龙头企业合作

项目正在全力推进。平谷农业科技示范区建设，

目标是打造北京“农业中关村”，将对未来北京探

索农业高质量发展之路起到引领和示范的作用。

北京商报：未来，平谷区农业发展定位将按
照怎样的时间表推进？

胡宝旺： 平谷区农业已经从传统农业迈入
“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服务高端产业”的一个全

新发展阶段。到2025年，北京·平谷国家农业科技

创新示范区的主要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完成；农业

科技创新能力建设明显加强；农业效益和竞争力

逐步提升；农业科技创新的“北京模式”（中国特

色的农业科技创新“金三角”模式）基本成形。到

2035年，全面实现都市农业的社会功能，构建生

产生活生态一体化系统，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平谷区农业农村局局长胡宝旺：

平谷区农业站上新风口

科技支撑，创新作伴，平谷大桃的“一落一

起”也勾勒出平谷科技农业的一幅新图景。如今，

平谷正从挖掘农业大区优势，大步冲向科技农

业，“中国农业科技谷”的轮廓正日渐清晰。建设

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区、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和成果

转化……“农业中关村”正在起航。

平谷区打造“农业中关村”并不是追风。平谷

区是北京的农业大区，也是北京的生态涵养区，

农业资源丰富，还是北京首家中国农业科技创新

园区的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区，发展现代都市农业

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北京市委书记蔡奇此前到

平谷调研时强调，“平谷的优势和潜力在生态，希

望和出路也在生态。要围绕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区

建设，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大力发展

智慧农业、生物种业、循环农业、农业智能装备”。

在构建农业“高精尖”产业体系基础上，平谷

区政府、中国农业大学、首农集团三方已建立

政府、科研机构、农业经营主体之间的“金三

角”合作模式，探讨建立“政府-政府、企业-企业、

院校-院校”的“双金三角”模式。

根据计划，平谷区将按照“三区一口岸”的功

能定位，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围绕现

代种业、智慧农业、农业智能装备、生物技术、营

养健康和食品安全监测六大方向，推进现代农业

科技创新示范区、农业高新技术产业聚集区、农

业发展体制创新试验区、国际农业科技合作引领

区“四区”建设。预计2020年底前，平谷将建成农

科创核心区起步园区。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4月27日，平谷区还获得

了国家现代农业（畜禽种业）产业园创建资格，成

为2020年批准的4个种业产业园之一。这是北京

首个以种业为主导产业的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具有重大的开创意义和示范意义。该种业产业园

将推动北京在奶牛、蛋种鸡种业育种创新、成果

转化和示范带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事实上，平谷科技农业的发展，对北京来说

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眼下，在北京的三次产业

结构中，农业占比不足1%，为提升这“1%”的含金

量，北京正发力都市型现代农业，聚焦生产、生

活、生态、示范四大功能，推动农业更加符合北京

城市功能定位和经济发展特质。科技农业则是提

质都市型现代农业的金钥匙之一。在绿色经济、

生态产业被提到新高度的今天，平谷科技农业发

展拥有了巨大的想象空间，也被赋予了全新的内

涵。平谷的经验也将为北京其他生态涵养区的发

展提供宝贵的借鉴。 北京商报记者 白杨

·冲刺“农业中关村”·

平谷与北京新农业之路

“自家种的大桃，新鲜下树，有需要的朋友加

微信发地址，同城今日送达。”大华山村的刘晓红

正戴着耳机、举着手机直播卖大桃。放下手机，刘

晓红说，“以前的桃主要是卖给来村里收桃的小

贩，自从镇里开办了电商学校，通过培训我学会

了快手直播。现在每天都直播卖桃，一天能销售

40余盒，收入比以前翻了一倍”。

据统计，2019年，大华山镇电商直接销售收

入2950万元，占全镇大桃总销售额的8.2%；通过

电商对接农超销售1.2亿元，占全镇销售额的

33%。网上销售已成为平谷大桃的重要售卖渠

道。借助“互联网+”模式，平谷大桃的销售插上了

互联网的翅膀，“飞”到更远的地方。

正如平谷区相关负责人所说，“平谷依托已

建成的农业管理信息化平台，将整合大桃品种、

生产地块、销售渠道等全产业链条，研究建立大

桃大数据平台，科学指导大桃生产和销售”。

2019年，北京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从1952年

的2.5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296.8亿元；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2018年达到26490元，相比1956

年，年均增长8.9%；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

支出从1956年的151元增到2018年的20195元。

2020年是脱贫攻坚收官之年。北京“三农”工

作立足“大城市小农业”“大京郊小城区”市情农

情，扎实谋划推动乡村振兴。基于此，评估农业也

已经从追求数量向追求质量转变，从单一生产功

能向一二三产融合的都市现代农业转变。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市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

员陈劲说：“无论推进脱贫攻坚，还是推进农业农

村现代化，都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推进与科技成果

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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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谷大桃种植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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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农业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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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适应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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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谷大桃”
品牌价值达
到1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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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现代种业
发展三年行动计
划 （2020-2022
年）》发布，在北
京辖区， 以平谷
农业科技创新示
范区等为核心，
形成京内“两核、
多点” 的种业发
展布局

平谷区大桃总收入

2020年

近日，《平谷区
农业科技创新
及产业提升三
年 行 动 计 划
（2020-2022
年）》即将发布

2001年 2017年

2.3亿元

15.37亿元

2017年

平谷区现有大桃面积22万亩，拥有白桃、蟠桃、
油桃、黄桃四大系列，200多个品种，主栽品种40
余个。

（单位：万余亩）

白桃品种

黄桃加工桃品种

15.7

蟠桃品种 2.5

油桃品种 3.3

0.3

【亲历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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