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密云农服中心精准扶贫聋哑菜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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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路曼 文/摄

“北京市农业局土肥工作站
的专家来到我们村， 开展种植技
术扶贫 ， 手把手教我们种大榛
子， 让我们看到了致富的希望，
真是太感谢他们了！” 延庆珍珠
泉乡八亩地村的李大伯说。

据了解， 延庆区珍珠泉乡有
15个行政村， 以前都以种植玉米
为主。 2015年，珍珠泉乡政府在深
入调研土地、 环境、 气候等因素
后，决定引入东北大榛子树种，在

秤勾湾、 八亩地等村试点种。 但
是， 如何在这片山地上长出致富
林却难倒了全村的农把式， 他们
请来土肥专家、全国劳模、北京市
土肥工作站站长赵永志。

前不久， 赵永志和站里年轻
的全国劳模、 水肥室主任曲明山
再次来到珍珠泉乡， 他们实地考
察土壤情况 ， 亲自指导农民施
肥， 告知施肥要领。

珍珠泉乡八亩地村的于海林

近两年种的大榛子树苗成活、 长
势挺好， 可到了第二年春天有一
半树苗出现死苗。 赵永志实地调
研大榛子生长环境， 终于找出树
苗死亡的原因， 并提出相关改进
方法。 第二年， 于海林家的大榛
子树苗成活率达到90%以上， 年
收益可达一两万元。 现在全村有
170亩土地种上榛子， 村里还成
立了合作社， 帮助村民入股大榛
子产业。

秤勾湾村的老范种了5亩大
榛子，产量还不错，就是果实有点
干瘪，特意找到赵永志请教。对于
专家的意见， 老范接受了施肥的
建议，但疏花疏果的建议，他只对
其中一半进行了疏花疏果， 另一
半没做。通过对比老范发现，疏果
后的果树结出的榛子个大饱满，
口感非常好，价格翻了一倍。老范
深有感触地说：“还是专家教的科
学种植效益高！ ”

目前， 珍珠泉乡已有四五个
村子种上了大榛子。据悉，在市土
肥站的科技精准帮扶下， 去年全
乡大榛子喜获丰收， 平均亩增产
25%以上，亩增收4500多元。

□黄葵 文/摄

近日， 密云区河南寨镇莲花
瓣村聋哑菜农张秀芬有点着急，
大棚里种的 “原味一号” 番茄马
上就要成熟， 她心里对销售还没
底。 帮她装设备、 送技术的密云
区农业服务中心此时带来了10家
电商帮她拓宽销路。

精准帮扶架桥梁
邀10家电商上门拓销路

对张秀芬家的情况， 密云区
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张天杰、 副主
任冯杰明和技术人员一直记在心
里， 来大棚里查看同时还带来密
云区10家优秀电商企业， 帮着张
秀芬一起洽谈销售合作。

“张秀芬是我们的精准帮扶
对象， 从棚室建设到秧苗种植，
全程有专业技术人员参与和指
导， 产出的番茄绝对符合密云绿
色农产品的高要求。” 冯杰明介
绍， 从帮扶之初， 就明确了张秀
芬家高端农产品的定位， 销路也
从批发零售转为网络销售。

张秀芬夫妻二人均是聋哑
人， 从事蔬菜种植行业已有20多

年， 但每年的经济收入只够勉强
糊口。 “我种了好多年的番茄，
怎么也想不到， 现在种的番茄可
以买到十多块钱， 甚至三四十块
钱一斤。” 张秀芬用纸笔写字告
诉记者， 虽然价格不低但电商批
量采购和消费者上门采摘的热情
都出乎她的意料。 当天， 10家电
商企业负责人都与张秀芬加了微
信， 初步达成了合作协议。

从设施到技术全包
免费帮菜农产品升级

远远看去， 张秀芬家新建的
高科技蔬菜大棚比旁边的传统大
棚高大一些， 下沉式大跨度温室
内全是无土栽培的番茄秧苗，更
有省时省力的 “水肥一体化系
统”，每天张秀芬只需定时按动按
钮，浇水施肥工作就自动完成了。

帮张秀芬做技术指导的密云
区农业服务中心土肥工作站书记
丁守付告诉记者， 温室设施均为
现代化的温控系统， 安装了防虫
门、风幕机、补光灯、自动卷帘机
等设备。同时，还采用熊蜂授粉及

病虫害全程绿色防控技术， 确保
生产出绿色高端的农产品。

“我们全程提供24小时的服
务， 包括设备和技术。” 丁守付
告诉记者， 为了实现 “真扶贫、
扶真贫、 真脱贫” 的工作目标，
他们几乎做到了事无巨细， 有专
人上门一对一指导， 可随时通过
微信交流沟通， 保证24小时能找
到技术人员。 张秀芬总是抽空跟
技术人员探讨种植技术， 什么时
候浇水、 掐尖、 疏果， 技术人员
教着详细， 张秀芬学得认真。

张秀芬生性好学， 又有一定
的种植技术基础， 所以第一批番
茄的种植过程相对比较顺利。 按
照目前的生产规模， 预计张秀芬
家的年收入将超过10万元。

树立行业典范
打造密云农业品牌

“确保种植户2018年年底实
现脱贫， 到2020年把张秀芬夫妇
培养成爱农业、 懂技术、 善经营
的新型职业农民。” 这是在张秀
芬家大棚内党员服务先锋岗公开
栏中所明确的目标和承诺。

“近年来， 我们送技术 、 送
服务、 搞培训， 帮助农户拓宽产
销种类和渠道， 实现了服务更加
全面和系统化。” 技术人员告诉
记者， 密云农业扶持政策非常丰
厚， 农民可享受政府提供的大量
优惠和扶持政策， 张秀芬家仅仅
是其中的一个。

精准扶贫工作不仅仅是对贫
困户一家的帮扶， 更是树立行业
典范， 力求在辖区范围内进一步
推进农业设施现代化、 农业生产
生态化、 农业产品品牌高端化的
生产目标。未来，将有一大批新型
职业农民为打造绿色、健康、安全
的密云农业品牌而努力。

劳模专家帮延庆发展大榛子产业

□本报记者 任洁 文/摄

一家公司的财务赵女士之前
使用税控设备开票时， 不慎多次
输错密码导致设备锁死， 于是在
5月3日10点赶到通州国税第十税
务所办理解锁手续。 本以为算上
排队、 取号、 窗口办理， 一趟下
来需要半小时， 没想到这里的办
税大厅安装了自助办税终端， 经
过税务干部的简单辅导， 她只用
30秒就办完了业务。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通
州区国地税探索智慧办税新路
径，打造全市首家云税体验中心，
并于昨天正式启用。 中心通过虚
拟现实、智能语音、人脸识别等技
术与税收管理服务的创新集成，
通过网上办税、自助缴税，让数据
多跑路、 纳税人少跑腿， 畅享简
便、多元、高效的办税体验。

据了解， 该体验中心依托现
代科技， 设置了引导咨询、 科普
展示、 网上办税、 自助体验、 纳
税人学堂 、 自助办税 、 金融服

务、 技术服务及反馈建议等九大
功能区域 ， 可满足纳税人 “咨
询—自学—辅导—办税—缴税—
评价—反馈” 全过程办税需求 ，
税控发行、 发票领用等环节还率
先启用了 “人脸识别” 系统。 同
时 ， 中心推行 “一日领票 ” 流
程， 将发票申领受理、 税控设备
发行、 发票发售等环节时限由5
个工作日压缩至1个工作日。 纳
税人不仅可以享受到税收业务的
集成办理， 还可以自助学习办税
技能和税收政策 ， 提高办税效
率， 节省办税成本。

北京市政协委员、 北京东昇
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刘
宝平表示： “从以往多次往返税
务机关到如今 ‘最多跑一次 ’，
从以往多点办税到如今的云体验
一站式服务， 便捷的办税方式和
优质的纳税服务让纳税人切实感
受到了通州区税务部门为优化营
商环境付出的努力。”

全市首家云税体验中心“落户”通州

昨天上午， 73岁老人张淑英
对在社区广场买到的麒麟瓜赞不
绝口。 “外边卖三块五一斤， 这
里只卖三块， 不仅便宜， 品相也
好。 主要是能在社区里买到， 十
分方便。” 迎来北京首农优加果
蔬直通车， 武夷花园社区也成为
这项便民举措在北京城市副中心
的第一站。

武夷花园社区位于京东经济
贸易中心附近， 辐射周边7个小
区约6万居民。 相关负责人介绍，
首农优加直通车让上班族可以享
受到提前在手机下单、 随时到家
门口的首农直通车处领取果蔬的
服务， 65岁以上北京市民可直接
用老年卡消费支付。 价格也比周
边菜市场或超市同类产品价格
低。 同时， 每月不定期还会有特

价菜供应。
据悉 ， 首农集团积极发展

“优新鲜、 优安全、 优生活” 果
蔬配送和 “首农优加” 果蔬农副
产品零售终端。 作为北京首农农
副产品市场升级改造工程的重要
项目， 上百个品种的蔬菜、 水果
不通过中间环节直接供应到社区
居民的餐桌上， 既降低了运销成
本， 又减少了运输时间。 今年，
首农优加商业连锁菜篮子工程全
面向北京铺开， 将增加150家直
营店、 300辆直通车 ， 逐步覆盖
整个北京社区。 首农优加商业连
锁有限公司负责人曹金来表示，
未来3年， 便民、 利民、 惠民蔬
菜直营店、 直通车将与蔬菜基地
充分对接 ， “互联网+实体店 ”
的运营模式也将逐步成熟。

□本报记者 赵思远 文/摄

首农优质放心菜送进城市副中心

装设备 送技术 找销路

心系山区人民 科技助力增收

菜农张秀芬 （中） 用手语和纸笔跟技术人员交流探讨种植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