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然，女，1990年出生，宛平

街道沸城社区居委会委员。

生于卢沟桥畔、长于宛平的

郑然，是“时代楷模”“北京榜

样”郑福来的孙女。从小听着

爷爷讲述卢沟桥抗战故事长大

的她，深知“守护历史就是守护

民族的根脉”。记忆中，无论是

炎炎夏日被汗水浸透衣衫，还

是寒冬腊月坚守在桥头，爷爷

哪怕年事已高、步履蹒跚，也会

坚守岗位向来自五湖四海的访

客 讲 述 那 段 不 应 被 遗 忘 的 历

史，而这些画面也早已烙刻在

郑然心中，成为她传承红色基

因、奉献社会的精神力量。

2012年，郑然走上社区工作

岗位。怀着守护家园的信念，她

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十余年间，

精心组织策划垃圾分类宣传、文

明养犬讲座等形式创新、内容丰

富的文明实践活动 200 余场次，

惠及万余名居民。为了让文明

实践工作深入人心，她积极开拓

社区宣传新阵地，充分利用社区

公众号和居民楼门群，让居民第

一时间了解社区工作动态和相

关政策。

在负责沸城社区馨联图书

室工作时，每年与辖区单位合作

开展青少年假期教育、悦读生活

书香万家、亲子阅读、跳蚤书市、

诗歌朗诵等读书活动十余次，助

力社区先后荣获区基层文化建

设示范性图书室、市委宣传部益

民书屋、市优秀科普社区、书香

中国·北京阅读季“十大阅读示

范社区”等多个奖项。此外，她

还积极参与了社区的志愿服务

工作，定期开展助老助残、环境

整治等志愿服务活动，累计开展

志愿服务活动超过50场，服务人

数超过2000人次。郑然深知，基

层工作要用心用情服务居民，让

每一项服务都能润物无声地温

暖人心。

2024 年 9 月 3 日，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当天，郑然

接过爷爷的接力棒，作为新一代

“守桥人”为来往的游客与学生

讲述卢沟桥的故事。她整理爷

爷泛黄的笔记，深入学习历史资

料，利用业余时间走上卢沟桥，

义务为近千名游客讲解抗战故

事。在她看来，这份坚守不仅是

一种传承，更是一种责任。

2024 年 11 月，郑然加入丰

台区“凡人善举宣讲团”，将爷

爷的抗战故事与新时代文明实

践相结合，在各企事业单位开

展巡回宣讲 20 余场。她用富有

感 染 力 的 讲 述 激 发 听 众 的 共

鸣，让红色基因在新时代焕发

蓬勃生机。“我长大了也要像

您、像太爷爷一样。”看着孩子

们眼中闪烁的光芒，听着稚嫩

誓言，她更加坚定了守护这份

红色精神的决心。

郑然既传承了老一辈的精

神底色，又赋予了它新时代的内

涵。如今，在宛平街道的街头巷

尾，正如卢沟桥上的石狮子历经

风雨依然挺立，郑然和无数像她

一样的基层工作者，正用日复一

日的坚守，让文明的光芒在祖国

大地生生不息。

郑然：用青春续写

丰台好人

“守桥人”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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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番茄红满枝 哈密瓜甜待客来

王佐本源农场盛夏采摘正当时

本报讯（特约记者 孙颖）近日，京

津冀最大国际香蕉集散中心在北京新

发地建成投用。涵盖储存、催熟、包

装、销售等功能，每天能投放市场1.5万

箱香蕉，约占北京市香蕉日供应量的

30%。

记者来到新发地海鲜冷冻品水产

市场，新建成的香蕉集散中心就位于

这里。硕大的厂房内整齐排列着香

蕉气调库，厂房南门处，已经有一辆

装满香蕉的大货车在这里卸货，陆续

进入气调库进行催熟。

香蕉是一种特殊的水果，不仅需要

在香蕉产业园完成种植、加工、分拣、储

存等工序，还需要在销地市场做好催熟

加工，形成完整的产业闭环，才能给消

费者提供最好的品质。

香蕉气调库全称是气候环境调节

库，通过物理方法调节库内气候环境，

形成负压仓，类似高压锅原理，不需要

任何催熟药剂，就能让香蕉打开“毛

孔”加速呼吸，催熟时间也从原来的7

天缩短到3天。

香蕉集散中心负责人、新发地“香

蕉大王”张忠义介绍，该集散中心可吞

吐90货柜约 13.5万箱香蕉，每天能够

面向市场投放1.5万箱完成催熟的高品

质香蕉。

当天，来自越南、老挝、柬埔寨、

缅甸、秘鲁、菲律宾、厄瓜多尔等香蕉

主产国的种植园园主、企业代表、驻

华参赞，以及国内香蕉产业链各环节

的代表共同见证了新发地国际香蕉

集散中心正式启动运转。

香蕉有多受欢迎？新发地市场负

责人介绍，香蕉是水果中的快消品，目

前北京市对香蕉的日需求量约为5万

箱，基本上都由新发地市场供应，新发

地汇聚了东南亚、中南美、非洲等20多

个主产国的优质香蕉。随着人们消费

需求的不断提升，香蕉从种植、采摘、

加工、储存到催熟、包装、销售都发生

了变化。新建成的新发地国际香蕉集

散中心，采取了国内外最新技术，将催

熟加工间的投资成本降低了40%，节

能降耗，每箱加工用电节省0.2元，且

香蕉催熟出品率提高到了99%。

京津冀最大国际香蕉集散中心在新发地投用

本报讯（记者 李娜）一串串红彤

彤的番茄挂在秧架，一根根长长的豆

角长成了密密的“珠帘”，一个个胖胖

的哈密瓜“藏不住”自己成熟的身影，

还有可爱的贝贝南瓜、紫得发亮的大

茄子、外皮绿得发黑的西葫芦、露天自

由生长的韭菜……盛夏时节，位于王

佐镇南岗洼村的本源农场里早已唱起

了丰收的歌谣。

近日天气炎热，工作人员建议游

客避开晌午最热的时段进棚采摘。记

者下午3点半左右进入番茄棚，暑热

尚未消退，但是一个个大大的红番茄

却让人忍不住上前“亲密接触”。它们

红亮亮的笑脸似乎在述说着丰收的喜

悦。带孩子前来采摘的游客吕女士开

心地说：“听朋友说这边有很多可以采

摘的瓜果，我们就带孩子来玩一下，孩

子一进入大棚就跟撒欢似的，摸摸这

个、碰碰那个，没想到番茄这么好摘，

轻轻一碰就落到手里了，果子的清香

味儿让人有种久违了的感觉。”

“番茄采摘旺季大概在每年的 4

月至 7 月、11 月至春节，夏季这茬番

茄估计再摘一个月就收尾了，但是

这些果子个头还是很大，品质也还

不错，这是因为我们的番茄是有机

食品，土壤都是按照要求施有机肥，

肥力很足。”工作人员贾婉秋告诉记

者。为保证番茄的有机种植环境，

园内其他果蔬也都按照有机食品要

求进行管护，使用有机肥、羊粪、豆

饼等保持土壤肥力，所以各种蔬菜

瓜果长得都不错。

瓜棚里，吊秧西瓜虽然快采收完

了，旁边的哈密瓜和甜瓜却是马上

要进入果实“甜蜜”期，看着一个个

等待被“抱走”的大哈密瓜满满当当

地坠在秧上，不由让人生出一种“这

真的是自己长出来的？”的疑问，甚

至想要上前数数一道田垄里

会有多少个瓜。

除了番茄、哈密

瓜，农场的大棚里

还有贝贝南瓜、丝

瓜、豆角、茄子、

西葫芦等，目前都可以采摘。户外田

地里还种植了大片的土豆、芋头、花

生等“果实”长在地下的农作物，目前

花生和土豆都已经开花。“土豆再有

一个多月就可以‘挖呀挖’了，我们这

个土豆是种到了垄上，甚至可以像拔

萝卜一样拔出来，采收时会很有成就

感。”贾婉秋告诉记者。此外，苹果、

花生、玉米、甘蔗、芋头大概在国庆节

前后就都可以采收，市民可以前来体

验丰收的喜悦。

记者了解到，本源农场占地面积

约37亩，是中关村丰台园企业北京中

研益农种苗科技有限公司在北京地区

的品种展示基地，这里主要做番茄优

良品种展示筛选试验，供京津冀周边

休闲农业和国内外客户前来考察品种

表现，参考选购番茄种子，兼具采摘、

研学、团建功能。

中研益农在丰台已经发展

了将近20年，企业总部在中

关村丰台园，是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早在 2016 年就与

中国蔬菜流通协会联合发

起成立了番茄专业委员会，

科研是该企业的核心，拥有

很多自主研发的优良番茄品

种，企业的番茄种子目前已经销

往全球40多个国家。企业在本源农

场里展示的番茄品种以鲜食番茄和

果菜两用番茄为主，既迎合首都市民

对鲜食番茄的青睐，又方便京津冀周

边客户前来考察番茄品种特色。同

时，企业在山东寿光和江苏徐州还有

面向国内外业内客户和科研机构的

番茄全品类的品种展示科研基地。

“近年来，首都北京及丰台区对于

乡村振兴产业发展越来越重视，作为

一家扎根丰台的民营企业，我们希望

能够在这里更好地为首都市民服务、

为行业发展助力，也期待企业未来在

丰台获得更好的发展。”中研益农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