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建政务服务 “高速公路”

秋意轻柔， 红叶翩跹。 近日， 古北水镇月老祠内温馨又浪漫， 来
自中央部委、 北京市直机关、 科研单位和国企央企的近50名青年职工
汇聚于此， 参加由中国职工国际旅行社总社主办的 “会聚良缘， 旅途
有爱” ———单身青年联谊活动。 活动中， 青年们参观历史名胜， 感受
小镇的北方水乡风情， 通过互动游戏比拼团队默契， 让大家在欢声笑
语中结交朋友。 本报记者 曹立栋 摄影报道

会会聚聚良良缘缘

单独设置回收桶85%以上实现数字化自主管理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尚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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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艳

从春耕春种到夏管秋
收， 农作物生长的全流程都
能实现远程控制 、 全程监
测。 如今， 这一构想正在昌
平区现代农业发展中变为现
实。 昨天， 记者获悉， 北京
市首个 “无人农场” 应用场
景示范基地在昌平揭牌。

耕种管收环节实现无人作业

2022年， 昌平区科委、 昌平
区阳坊镇、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三
方团队通力合作， 共同建设了北
京市首个生产型蔬菜 “无人农
场”。 该农场目前总面积40余亩，
通过“农机”“农艺”“智能”的深度
融合 ，实现了覆盖整地 、起垄 、移
栽、水肥 、植保 、收获等全流程环
节的无人化作业，85%以上都实现
了数字化自主管理， 节约人工成
本8.2万余元。 “有了无人农机帮
忙 ， 上百亩田地只需 2至 3人管
理。 ” 昌平区科委副主任刘瑞冬
说，农忙时节，插秧、收获等“黄金
期”往往就只有几天，错过了便会
耽误生产， 而无人农机能够很好
地解决人力问题。

在此基础上，今年，昌平区科
委把加强农业科技技术的推广和
示范应用作为2023年度一项重点
工作，重点推进“露地蔬菜无人农
场技术的应用示范” 数字应用场
景项目建设 ，建设了 “无人农场 ”
应用场景示范基地， 引导科技要
素和现代生产经营要素向农业生
产一线集聚， 为昌平区现代农业
发展提供科技支撑与示范引领。

作业精度可控制在厘米级

近日， 在昌平区阳坊镇金太
阳农场， 机器轰鸣， 一派忙碌景
象， 无人农机正 “慧” 就秋收新
图景。 走近细看， 才发现在田间
劳作的只有一台台各式各样的农
业机器人 ，整地 、植保 、巡检……
它们有序而熟练地完成各个环
节， 令人啧啧称奇。 “这款蔬菜
全程无人化平台是今年首次亮

相， 是在传统拖拉机的基础上把
驾驶舱去掉， 实现了生产过程中
智能化的提升和改造 。” 北京市
农林科学院信息技术研究中心研
究员吴华瑞告诉记者， 蔬菜全程
无人化平台整体作业轨迹精度可
控制在厘米级， 人力投入总成本
大幅降低。 同时围绕平台可以构
建出各种各样机型和机具适配的
解决方案 ， 既降低了体积和空
间， 也进一步降低了农机的制造
成本。

在农场另一侧， 随着白萝卜
收获机的缓缓前进， 一垄垄萝卜
破土而出。 “在去年研发基础上，
今年我们把单行改成了双行的采
收方式， 进一步提升了作业效率
和适配程度。 同时，还研发了采运
一体的解决方案， 减少在田间运
输中人力成本的投入。 ”每亩可产
6000斤白萝卜， 进一步推动了蔬
菜产业机器换人目标的实现。

未来将搭建展示与培训平台

之所以能让这些 “大铁牛 ”
有序地忙碌， 全凭田埂边几名年
轻人操控手中的遥控器。 只见他
们在屏幕上轻点几下， 无人农机
便自动调整方向 、 速度等参数 ，
高效完成田间作业。 作为国家大
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智能化管理
岗位的科学家 ， 吴华瑞告诉记
者， 无人农机操控看似简单， 实
则背后需要大量的 “高科技” 支
持。 农场无人农机搭载了北斗高

精度定位等多项新技术 。 此外 ，
要想实现 “无人农场 ” 智慧种
田， 预先要在田间乡道上空完成
高精度空间数据采集， 建立数字
化的底层模型， 从而为农机自动
驾驶、 无人机喷洒作业提供自动
地图导航支持， 规划路线精准行
驶和飞行。

农场还研发出了土壤信息测
量和采集产品———“户外蔬菜小
喇叭”，让生产者随时随地了解现
场，提升了精细化管理水平。 “只
需用手机扫一扫二维码， 就可以
把土壤的各方面数据看得一清二
楚，什么时候施肥、浇水只要轻轻
一点就好了。 ”吴华瑞说道。

据介绍，农场还将探索“无人
农场”与乡村旅游、中小学社会大
课堂相结合 ，通过 “无人农场 ”现
场培训， 提高大众对智慧型现代
农业的认知度。 同时， 开展蔬菜
“无人农场 ” 数字化展示平台建
设， 实现农场气象数据、 环境数
据 、土壤数据 、作物长势数据 、水
肥控制、农机作业调度控制、作业
指令下达等集中“数据云”管理与
控制， 通过数字化手段构建常态
化展示与培训平台。

昌平区科委副主任刘瑞冬表
示， 接下来， 在满足农业生产的
基础上， 昌平区将努力为 “无人
农场” 的大规模应用做好技术储
备、 市场准备和人才储备， 争取
早日实现数字农业领域突破性进
展， 为农业领域及上下游产业链
带来新增长点。

本市首个“无人农场”示范基地落地昌平

“您好， 我想上村里的养老
保险， 最近又没空回老家， 咱们
这里能办吗？” 日前， 大兴区青
云店镇政务服务中心接到户籍在
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的赵女士打
来的咨询电话。 工作人员在了解
赵女士的具体情况后立即与莲池
区的政务服务工作人员进行了视
频沟通， 将此业务进行 “跨省通
办”， 迅速办结。 “没想到这么
快就帮我把问题解决了。” 赵女
士感叹政务服务的办理就像上了
高速公路。

这次 “跨省业务” 办理得如
此顺畅， 主要得益于北京市大兴
区青云店镇政务服务中心与河北
省保定市莲池区行政审批局近日
签订的 《政务服务 “跨省通办”
结对共建协议》， 此协议主要是

为加快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营
造便民利企的良好发展环境， 聚
焦企业和群众异地办事高频、 难
点事项， 积极推动政务服务 “跨
省办” “云端办”， 解决企业和
群众 “多地跑” “折返跑” 的难
题， 为企业和群众提供全流程、
无差别、 高时效的政务服务， 共
可跨省通办15项业务。

青云店镇政务服务中心相关
负责人介绍， “跨省通办” 打破
了地域、 层级限制， 解决了手续
繁杂、 办理周期长等问题， 极大
方便了办事群众， 实现了让材料
多跑路、 群众少跑腿。 在具体实
施过程中 ， 两地围绕教育 、 医
疗、 社保、 民政、 住房等领域，
全面梳理办事频率高 、 需求量
大 、 群众获得感强的 “跨省通

办” 事项清单， 统一事项办理流
程， 明确专人授权负责联办事项
咨询、 收件、 审查、 结果送达等
工作。 “跨省通办”服务窗口通过
异地视频会商收件， 实现全过程
记录和“点对点”视频对话、视频
指导、视频核验。 此外，积极探索
5G技术应用服务模式，利用互联
网服务平台，实现客服人员“面对
面、 无障碍” 的远程服务。

下一步， 青云店镇政务服务
中心将继续为企业和群众提供线
上线下多样化办事渠道， 满足不
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 进一步拓
展 “跨省通办” 事项的推广运用
工作， 推动服务事项由 “可办”
“能 办 ” 向 “好 办 ” “智 办 ”
“易办” 转变， 打造一体化的优
质营商体验。

□本报记者 任洁
自制水火箭成功发射、 人工

智能社团炫酷表演、 机甲和战车
开启机械对抗……近日， 北京市
朝阳区将府实验学校举行2023年
科技嘉年华开幕式， 特色社团的
精彩展示展现了该校以科技教育
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成果。

将府实验学校校长董树莉介
绍， 学校在教育 “双减” 中不断
做好科学教育的 “加法”， 形成
“大科学教育” 格局。 学校以课
程为载体， 纵向建立九年贯通的
科技课程体系， 横向建立基础课
程、 发展课程、 专长课程的三级
科技课程， 既实施全方位科技普
及教育， 又着力培养拔尖创新人
才， 打造多元立体的科技育人版
图， 让热爱科学、 乐于创新成为
将府学子的 “标配”。

自建校以来， 将府实验学校
学生在国内外各级各类科技竞赛
中累计获奖3510人次 ， 学生在

Gauss（高斯）国际数学竞赛、国际
数学建模挑战赛、 世界机器人大
赛、 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全球挑战
赛、北京市科学建议奖、北京市创
新大赛等重大赛事中屡获佳绩。

在开幕式上， 该校特聘中国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原党委书记、
中国科学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
专家孙保卫将军为学校科技教育
专家，聘请4位科技教育领域专业
人士为科技辅导员。 孙保卫为学
校航天班———三年级（3）班、七年
级（2）班颁牌，并为全校学生上科
技嘉年华的“航天第一课”。

据介绍， 该校将在航天班开
展特色航天教育试点， 依托航天
专家资源开设特色课程和实践活
动， 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
能力。 未来， 学校还将探索戏剧
班 、 科技班等特色班级 ， 实现
“一班一特色、 一班一品牌”， 为
学生的个性成长筑梦。

□本报记者 盛丽
记者近日了解到， 市发改委

将在昌平、 朝阳、 顺义、 西城等
区选取部分外卖集中的区域作为
试点， 在垃圾分类投放点设置单
独的外卖餐盒回收桶， 开展规模
化外卖塑料餐盒回收。

2020年12月， 《北京市塑料
污染治理行动计划 （2020-2025
年）》 印发实施， 明确了北京市
五年推进塑料污染治理的时间表
和路线图， 并提出了在重点场所
结合各自塑料废弃物的产生特点
试点开展外卖餐盒和塑料包装
袋、 塑料饮料瓶等塑料废弃物单
独回收工作， 探索适宜的回收模
式， 逐步提高重点场所塑料废弃
物的回收质量和比例。

近年来， 外卖为人们带来生
活便利的同时， 也造成一次性塑
料餐盒泛滥的环境问题。 但一次
性塑料餐盒本身具备 “变废为
宝” 的潜力。 据统计， 外卖餐盒
中塑料餐盒约占60%到80%， 其
中超过 90%为 PP （聚丙烯 ） 材
质， 再生价值较高， 回收加工成
颗粒之后可广泛应用于汽车、 电
子电器及家居用品等行业。

为推进餐饮外卖包装绿色转

型， 探索一次性塑料餐盒回收利
用， 市发改委、 市城管委指导美
团 “青山计划” 联合相关回收企
业， 共同启动 “盒聚变 新时尚”
北京市外卖餐盒回收项目。

一次性塑料餐盒怎样进入回
收利用“轨道”？ 据介绍，美团“青
山计划” 将联动支持北京广利福
源再生资源回收市场有限公司、
北京市爱心自强物资回收中心、
北京华京源环境治理有限公司3
家回收企业，在昌平、朝阳、顺义、
西城等区选取部分外卖集中的区
域作为试点， 在垃圾分类投放点
设置单独的外卖餐盒回收桶，探
索建立“回收站点-社区中转站-
再生资源分拣中心” 的餐盒全链
条回收体系。

“北京市外卖餐盒回收项目
的实施， 标志着本市塑料污染治
理工作进入一个新阶段。”相关负
责人说， 本市将在试点基础上总
结经验， 不断扩大外卖餐盒回收
覆盖范围， 大力推进塑料餐盒回
收及循环再生利用工作， 让更多
一次性塑料餐盒变废为宝， 从源
头上促进生活垃圾减量， 助力产
业绿色低碳发展。

朝阳区将府实验学校形成“大科学教育”格局

大兴区青云店镇推动“跨省办”“云端办”

本市试点外卖餐盒规模化回收

做好科学教育“加法” 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