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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聚焦培育农业主导产业

多措并举开创乡村振兴新局面的建议

民建房山区总支

问题及分析：

房山的农业基础深厚，尤其是现代农业，取得了实质性发展，

是全市都市现代农业发展的标杆和旗帜。近年来，房山区按照中

央和市委市政府的部署要求，紧扣北京“大城市小农村”“大京郊

小城区”特点，坚持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实施质量

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兴农，持续推进都市现代农业建设，农产

品供给保持稳定发展，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日趋完善，

农民收入快速增长，为北京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首都功能的强化和 房山区“一

区一城”战略的推进，房山区农业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

现代农业产业体系虽然比较全面，但全而不精，多而不强，最关

键的就是缺乏能够代表房山的、响当当的现代农业主导产业，进

而带动乡村振兴深入实施。

顾名思义，农业主导产业应具备“优、大、强”的特点,即已

形成一定的发展规模、具备一定的发展基础和较强的竞争优势,在

产业影响力、品牌知名度、市场竞争力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不适

宜另起炉灶,从零开始。 房山区的农业主导产业选择应该尽量做

到与国家的有关优势区域布局规划、指导意见基本一致,这样既能

充分发挥我们的区域资源优势,也能打开房山的产业引领空间,将

优势做优、产业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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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房山区拥有 1 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窦店与大石窝镇 2

个市级现代农业产业园，重点为粮食作物及设施蔬菜。特色产业

包括西部景观作物、特色小杂粮、中草药、食用菌、林果、蜂产

业、葡萄酒、休闲农业等。结合房山区实际情况，建议农业主导

产业聚焦在粮食种植、设施蔬菜及葡萄酒产业三个方面。

建议：

一、顶层设计制定支持方案

建议区委区政府顶层设计，针对粮食种植、设施蔬菜及葡萄

酒产业制定三年实施计划，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由区农业农村

局、文旅局牵头，各街乡镇和职能部门紧密配合，全力推进产业

做大做强，形成房山特有优势品牌。

二、做大做强粮食种植产业

结合此次疫情影响，中央已经将粮食安全上升到国家战略，

粮食种植绝对是中国全面发展的“压舱石”。在刚刚结束的区委九

届四次会议上，劲松书记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大力培育农业

主导产业，启动 1.2 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和 6000 亩高标准农田改

造。

在粮食作物种植方面，房山区拥有较大优势，夏粮亩产连年

全市排名第一，今年窦店村十二农场再创全市小麦单产历史新高，

还有著名的“御堂贡米”和京西稻作文化节品牌。要进一步做大

做强房山区粮食作物种植产业，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将房山区打

造成为首都现代农业粮食“稳定器”，助力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

三、安全发展设施蔬菜产业

作为首都蔬菜保障供给基地之一，房山区设施蔬菜产业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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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久，潜力巨大。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老百姓对于蔬菜的

要求进一步向绿色、有机、高附加值方向转变。房山区要紧紧抓

住北京市设施蔬菜产业集群、高效设施农业建设契机， 推进全区

设施蔬菜产业提档升级和提质增产增效，打造一批绿色认证蔬菜

品牌。

高效利用良乡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带动，在良乡、长阳、

窦店、石楼、琉璃河、青龙湖、周口店、城关、韩村河与大石窝

等设施蔬菜主产区乡镇加快净菜加工基地建设。安全发展房山区

设施蔬菜产业的同时，形成房山绿色蔬菜的大 IP，带动乡村新一

轮发展。

四、精心培育葡萄酒产业

房山拥有众多的农业特色产业，如小杂粮、中草药、食用菌、

林果、蜂产业、葡萄酒、香椿等，其中葡萄酒产业成功通过小产

区认定，绝对是重中之重。从全球葡萄酒产业发展现状分析，目

前中国仍是葡萄酒产业价值洼地。随着三年疫情的逐步缓解，经

济全面复苏，葡萄酒产业必将迎来巨大发展契机。

充分发挥区种植中心、红酒办作用，成立房山区红酒协会，

以文旅融合为切入点，加大宣传推广力度，巩固原有红酒文化节、

博览会等活动。借助 2024 年中法建交 60 周年重大契机，以城关

红酒小镇为核心翘点，策划系列红酒文化活动，上升到市级、国

家级层面，寻求政策支持，将其打造成为房山农业主导产业又一

张金名片，以产业发展带乡村发展，促农民增收，提振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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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聚焦培育农业主导产业

多措并举开创乡村振兴新局面的提案办理情况

承办单位 区农业农村局

2023 年以来，我们按照中央、市、区工作部署，全面推动落

实乡村振兴战略，努力发展主导产业。严格落实“菜蓝子”和粮

食安全责任制，打造房山葡萄酒“紫色名片”，强化精准施策，充

分聚集粮食、蔬菜、葡萄酒三大主导产业发展，全面提升乡村振

兴硬实力。

一、稳步提升粮食产能，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一）促进粮食产业发展采取的主要措施

一是压紧压实目标责任。根据市级下达我区的粮食生产目标，

对目标任务进行分解，并纳入各乡镇（街道）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实绩考核，确保生产责任落实到位。二是靠前服务指导生产。抓

住春耕、三夏、三秋等重要农业生产时期，组织专家和技术人员，

通过线上线下培训和现场技术指导等多种形式，开展全方位技术

服务。三是全面落实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

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

（二）粮食产业发展进展情况

一是粮食生产任务指标完成情况。今年市农业农村局下达我

区粮食生产任务目标为播种面积 12.8 万亩，产量 4.4 万吨。截至

目前，农情统计，已完成播种面积 15.2 万亩，完成全年任务目标

的 118.8%。夏粮总产 1.95 万吨，同比增长 37.3%，完成全年任务

目标的 44.3%，秋粮正在收获。二是受暴雨灾情影响，我区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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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田受灾，对秋粮生产影响较大。针对灾情，我们组织群众精细

抓好秋粮田管，尽最大努力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下一步我们将

全力抓好三秋工作，力争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全区冬小麦

播种努力恢复到去年同期水平，预计达到 5 万亩。

二、抓好蔬菜产业发展，确保蔬菜稳产保供

（一）稳定蔬菜生产采取措施

一是落实菜田补贴惠农政策。2023 年按照市级菜田补贴发放

工作通知要求，落实 2022 年菜田补贴政策，全区发放菜田补贴资

金 1855.6896 万元。二是加强灾后恢复生产工作。制发灾后蔬菜

生产技术管理意见至各乡镇（街道），对受淹菜田分类施策，促使

尽快恢复生产；紧急调拨市级救灾备荒蔬菜种子 2218 公斤，恢复

种植面积8400余亩；发放平谷区援助叶类蔬菜籽种5593.75公斤，

可种植蔬菜 1.87 万亩蔬菜；制定物化补助政策，对受灾农户提供

肥料及土壤消杀剂物化补助，共发放尿素等肥料 5900 余吨，土壤

杀菌消毒药剂 9.6 吨。三是提高设施生产能力。2023 年新建设施

棚室 268 栋，改造提升老旧棚室 176 栋，基本上全部建设完工。

高效设施试点建设连栋智能温室 4 栋面积 7.7 万平方米，基本全

部建设完工，部分已投入生产。2021 年设施蔬菜产业集群项目建

设包括集约化育苗场建设、专业镇园区建设、加工仓储流通能力

建设和生产管理系统及产销对接服务建设全部完工。

(二）蔬菜产业任务指标完成情况

2023 年，市级下达我区蔬菜生产任务指标是蔬菜产量达到

22.42 万吨。截止 9 月底，全区蔬菜播种面积 7 万亩，产量 12.1

万吨，完成市级全年蔬菜产量任务的 5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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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精心培育葡萄酒产业，打造主导产业“新名片”

（一）将旅游与葡萄酒产业融合发展纳入旅游规划

区文化和旅游局编制完成房山区全域旅游发展专项规划，明

确将旅游与葡萄酒产业融合列为发展重点。鼓励葡萄酒庄开展旅

游接待服务，形成区域联动国际葡萄酒庄园主题旅游线路。

（二）努力打造房山葡萄酒庄旅游“新名片”

受 7 月洪灾影响，现有酒庄修建内部及外围配套设施进度放

缓。部分酒庄正在恢复酿酒葡萄种植面积。一是建立品质酒庄，

加强与相关机构院校合作，综合利用开发，增强市场竞争力。市

气象局和房山区人民政府签署了《房山葡萄酒产区气候分析框架

协议》，强化科技赋能房山区葡萄酒产业发展。二是注重宣传“原

产地、国际化、个性化、酒庄酒”的发展理念，通过 LED 广告屏、

电梯智能广告屏等品牌宣传，房山产区参展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

易会，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葡萄酒大赛并获得年度产区奖，提升房

山酒庄葡萄酒产区的品牌形象，推动房山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