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副刊副刊 2022年 7月 12日 星期二2020

本社社址：北京市朝阳门外金台西路 2号 电子信箱：rmrb＠people.cn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查号台：（010）65368114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010）65368832 广告部电话：（010）65368792 定价每月 24.00元 零售每份 1.80元 广告许可证：京工商广字第 003号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

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

社 会 保 障 界 委 员 时 强 调“ 要 树 立 大 食 物

观”，指出“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

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

给”“要向森林要食物，向江河湖海要食物，

向设施农业要食物”。全方位、多途径开发

食物资源，是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的必然途径。设施农业是近 40 年来快速

发展的农业产业，目前产值占农业产值 1/3
以上，在满足人们对肉、蛋、奶、菜、果等食

物需求，促进农民增收，高效利用资源等方

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设施农业更好满足设施农业更好满足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设施农业”顾名思义，就是在设施内进

行的农业生产，它是综合应用工程装备、环

境、生物等技术，按照动植物生长发育所需

最佳环境开展种植养殖生产的现代农业生

产方式，其生产范围包括设施种植业和养殖

业两方面。其中设施种植业目前主要是设

施园艺产业，包括设施蔬菜、设施果树、设施

西甜瓜、设施花卉、设施食用菌等；设施养殖

业主要包括设施畜牧业、设施水产业等。

设施农业不受外界环境影响，能够进行

全季节的农业生产，满足人们对多种不耐贮

运新鲜动植物农产品的需求。以蔬菜生产

为例，上世纪 80 年代以前，我国北方冬淡季

以白菜、萝卜、马铃薯等耐贮蔬菜为主，南方

夏淡季以叶菜为主，蔬菜市场的供应种类较

少，“想吃啥没啥”成为困扰蔬菜周年供应的

难题。随着设施农业技术的不断进步，蔬菜

供应得到显著改善，上世纪 90 年代实现了

“有啥吃啥”，本世纪初已经开始实现一年四

季“想吃啥有啥”。

目前我国设施蔬菜（含设施食用菌）生

产面积近 3500 万亩，年产量 2.65 亿吨，占总

生产量的 1/3，年人均近 190 公斤，基本实现

了蔬菜和食用菌的周年充足供应，解决了长

期困扰我国的“菜篮子”问题。再比如樱桃、

草莓、桃、李、杏、葡萄等瓜果不耐贮运，通过

设施栽培，有效延长了供应期。目前设施水

果和西甜瓜年产量近 0.5 亿吨，年人均 35 公

斤，满足了不耐贮运瓜果的市场供应，丰富

了百姓的“果盘子”。

可能有人担心，设施农业满足人们对生

活品质要求的同时，会不会耗费更多能源，造

成污染和浪费？并非如此。以我国北方为

例，当前我国自主设计的节能日光温室，在冬

季最低气温零下 28摄氏度以上地区不需要加

温，只利用太阳光就可以正常生产。相较于

大田农业，设施农业克服了传统农业靠天吃

饭、抗灾能力差等不足，依靠现代设备设施和

技术手段为种植或养殖提供适宜的环境，再

通过人工智能、物联网、作物模型等技术，应

用数字农业、智慧农业、节水农业以及环境调

控、种植养殖生产等诸多科技成果，有效实现

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精准化和标准化。

现代设施农业有效现代设施农业有效
提升生产效率提升生产效率

设施农业能够有效提高劳动生产率、土

地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提高农业素质、效

益和竞争力。发展设施农业是转变农业发

展方式、建设现代农业的重要内容，是调整

农业结构、实现农民持续增收的有效途径，

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的重要

手段，也是增加农产品有效供给、保障食物

安全、赋能乡村振兴的有力措施。

从产值来看，目前仅设施园艺产业产值

就超过 1.4 万亿元，占园艺总产值 2/5 以上、

农业总产值 1/4 以上，其经济效益是大田作

物的 20 倍以上、露地园艺作物的 4—5 倍。

据测算，在设施蔬菜重点产区，设施蔬菜产

业对农民人均年收入贡献额超过 1 万元，贡

献占比超过 90%，成为稳定农民增收和乡村

振兴的支柱产业。

从产业带动来看，设施园艺产业提供就

业岗位约 7000 万个，每亩地就业岗位比大

田作物增加 15 倍以上，比露地园艺作物增

加 4 倍以上；设施园艺发展带动了建材、环

控设备、小型农业机械、薄膜、肥料、农药、贮

运、种苗等产业的快速发展，估算年产值达

4500 亿元以上，提供相关就业岗位 2000 多

万个，对促进社会富余劳动力就业起到重要

作用。

从生态效益来看，设施园艺拓展了作物

种植时空，有助于实现资源高效利用。耕

地、淡水等资源是农业发展的基础。我国人

多地少水缺，人均耕地面积和淡水资源分别

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1/3、1/4，农业能源投入

也有待增加，因此必须节约资源、提高资源

利用率。设施农业生产不仅可以高效利用

冬闲季节耕地，而且可以通过无土栽培或营

养基质栽培高效利用非耕地，同时由于环境

的人工优化控制，较露地产量可提高 70%以

上，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目前我国设施园

艺发挥高产效应，已节省园艺作物生产优质

用地 3000 万亩以上；设施蔬菜可比露地蔬

菜节水 50%以上；1000 万亩不加温的日光温

室每年可节煤 2.5 亿吨以上，约占全国煤炭

消耗量的 1/15。因此，发展设施农业对于

缓解我国人均农业资源占有量少、提高有限

农业资源的科学利用水平具有重要作用。

发展面向未来的智发展面向未来的智
能设施农业能设施农业

智能设施农业是设施农业的高级阶段，

是由智能设施与环境调控装备及系统、智能

种植养殖生产装备及系统、智能生产管理装

备及系统构成的农业生产方式。当前已经出

现的植物工厂是智能设施农业的初级阶段。

植物工厂是通过设施内高精度环境控

制实现农作物周年连续高效生产的农业系

统。它利用计算机、电子传感系统、农业设

施对植物生育的温度、湿度、光照、二氧化碳

浓度以及营养液等环境条件进行自动控制，

是现代生物技术、建筑工程、环境控制、机械

传动、材料科学、设施园艺和计算机科学等

多学科集成创新的、知识和技术高度密集的

农业生产方式。

植物工厂技术的突破有助于解决人类

发展面临的诸多瓶颈，甚至可以实现在荒

漠、戈壁、海岛、水面等非耕地，以及在城市

的摩天大楼里进行正常生产。利用太阳能

和其它清洁能源，加上一定的种子、水源和

矿质营养，或将持续不断地为人类生产所需

要的农产品。因此，植物工厂被认为是 21
世纪解决粮食安全、资源、环境问题的重要

途径，也是未来航天工程、探月工程等太空

探索过程中实现食物自给的重要手段。

植物工厂具有高度集成、高效生产、高

商品性和高投入的显著特征，可以实现周年

生产，不受时间、季节、气候的限制，完全按

计划生产；实行无土栽培，不存在土壤障碍

问题；生长速度快，生育期显著缩短，特别是

一些叶菜只需露地栽培的 1/5—1/3 时间就

可收获，可大幅度提高产量；采用密闭式生

产系统，病虫害侵染机会少，不施药、无污

染、无公害；通过机械系统，使植物可移动或

自动调整密度，直至产品形成。此外，生产

过程以机器人操作为主，可减轻劳动强度、

减少人为误差；立体化栽培，设施利用率高，

适于都市型观光农业；立地条件广泛，理论

上沙地、盐碱地、废弃地、城市、郊区、太空站

等均可设立。

然而，目前植物工厂生产成本高、能耗

大，还难以成为设施种植业的主体。据统

计，植物工厂生产生菜成本每 100 克约 6 元，

零售价每 100 克 10—12 元，比传统种植生菜

售价贵 10 倍；产 1 公斤左右叶菜类蔬菜需要

10 度电，耗能也大。未来植物工厂的发展

任重而道远。

今年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2 年 全 面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重 点 工 作 的 意

见》中特别指出加快发展设施农业。瞩目未

来，我国设施农业将走出一条低能耗、低成

本、生态安全、高产优质高效的中国特色发

展之路，为稳定农民增收、推进乡村振兴、促

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保障粮食等主要农产品

供给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作者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沈阳农业大

学教授）

图①：浙江省温岭市温峤镇金岩村的葡

萄大棚。 刘振清摄（人民视觉）

图②：安徽现代雾耕农业科技示范园植

物工厂。 新华社记者 白 斌摄

制图：赵偲汝

““向设施向设施农农业要食物业要食物””
李天来李天来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

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唐代李绅

的这首诗除了以悯农之心教育人们

珍惜粮食，还阐明了一个十分简单

的道理：只有了解了的东西，我们才

能更好地珍惜。这也是我写作《地

球史诗：46 亿年有多远》这本书的初

衷：帮助青少年读者了解并珍惜地

球——这个浩瀚宇宙中我们赖以生

存的唯一家园。

在相当长时间里，人类对自己

栖身的居所几近一无所知。在哥白

尼之前，人们普遍相信地球是宇宙

的中心，太阳围着地球转；在人类进

入太空之前，我们根本无从体会地

球 的 渺 小 、脆 弱 、美 丽 、独 特 和 珍

贵。我在本书开头说：“我们第一次

认 识 了 这 个 地 方 。 这 是 一 颗 美 丽

的、以蓝色和白色为主色调的星球，

是太阳系乃至宇宙中迄今所知唯一

存在着生命的星球——它是茫茫宇

宙中的生命之舟。”我们有无数理由

去爱护它。

作为一个不断变化的星体，地

球已有 46 亿年的演化历史，从地心

到地壳、从海洋到陆地和大气圈，地

球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如果我

们对这一切不甚了了且缺乏好奇心

的话，就会十分危险，因为地球的命

运就是我们的命运，地球的未来就

是我们的未来。

我在书末指出，在大约 46 亿年

的地球历史上，没有任何物种像人

类这样对气候和生态系统施加了如

此巨大的影响。人类活动已导致了

全球气候变暖、森林大面积萎缩、生

物多样性减少、海水酸化等现象。

面对挑战，人类自当积极作为。只

要我们充分认识到能源和环境危机

的严重性和迫切性，各国人民共同

努 力 ，完 全 有 希 望 创 造 出 绿 色 文

明。作为个体，我们从日常做起，节

约一粒米、一张纸，少用一个塑料袋，在点滴行动中保护地球家园。

以上便是我为什么要讲述地球故事的原委，但如何讲好这一

宏大的故事？动笔之前，我和本书责编深入交流并取得共识：发扬

创新精神，把书做得与众不同；注入通识教育理念，让青少年读者

看到科学、人文与艺术必需而且完全可以融会贯通，以培养其全面

发展的潜力。

讲好故事是科普作品的灵魂。然而，把地球科学专业知识“无

障碍”地介绍给青少年读者并引起阅读兴趣，并非易事。所幸我师

从过数位国内外著名教育家和演说家，从他们那里学到一些“窍

门”，加上近年来我已出版十几本生物演化论和生命科学方面的科

普书籍，积累了一定经验。简言之，科普写作要有诚实严谨的科学

性、引人入胜的故事性、旁征博引的趣味性以及寓情于理的文学性

等，使读者被深深吸引。

给小 读 者 写 科 普 作 品 ，当 然 要 求 更 高 。 首 先 ，自 己 要 对 学

科知识烂熟于胸，否则根本无法给孩子们讲清楚。其次，要会

讲故事。再次，要调动一切文学手段，写得妙趣横生，不能平铺

直叙如白开水一般，让人读来味同嚼蜡。最后，也是最重要的，

要让小读者读完，深感自己把这些深奥的东西“一下子就整明

白了”，“今后我也能当科学家！”——这是青少年科普的初衷：

弘扬科学精神、传递科学理念、激励科学探索、启发科学思维、

领略科学之美。实现上述目的，传授科学知识很重要，更重要

的是，让孩子们保持童真、童趣和好奇心，不要让书本知识禁锢

了想象力。

《地球史诗：46 亿年有多远》是“写给孩子的自然科学”丛书

的第一册。该书出版以来，受到了广大读者喜爱，并荣获 2021 年

度“中国好书”等诸多奖项。这本书成功的背后凝聚着很多人的

辛勤劳动，以及国内同行的无私帮助。时下市场上有许多引进

版的青少年科普书籍，其中不乏优秀作品，但也有一些不尽如人

意。中国地理地质资源丰富多彩，地球科学研究也很深入，在某

些领域已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我们应当给孩子们讲好地理地质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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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这门古老的舞台艺术，承载着

中国人的精神旨趣和文化气质。《戏台上

的中国》为人们走进戏曲世界，进而探寻

民族文化基因提供了一把钥匙。

本书两位作者都是中国戏曲研究专

家，但他们更愿意把自己定位为“导游”，

通过绘就“导赏图”，带着读者步入戏曲

的山山水水，在流连品味间感受文脉传

承，感悟美的真谛。全书先以“唱戏”总

括，再以“戏史”为贯穿，以“演戏”“看戏”

“写戏”为展开；继而从戏班架构、演戏的

人和具体的戏台等角度进行分述。在全

书的最后，作者将《西厢记》《琵琶记》《牡

丹亭》《长生殿》等戏曲经典，以及京剧艺

术大师梅兰芳的艺术人生单独成章，分

别从戏曲文学、戏曲表演等角度进行浓

墨重彩的讲解。

不 到 园 林 ，怎 知 春 色 如 许 。 作 为 导

赏，这本书在严谨学术研究基础上，着意

探 索 表 达 上 的 通 俗 可 亲 。 全 书 近 35 万

字，不乏引经据典之处，但读来毫无晦涩

艰深、佶屈聱牙之感，而是深浅相宜、雅

俗共赏。如作者在本书“引子”中所说，

他们想把戏曲的历史故事和大家“絮叨

絮叨”，“絮叨”自然是谦恭之辞，实际上

蕴含着作者在专业学识之外突出的语言

表达能力。

作 者 注 重 通 俗 性 和 故 事 性 ，具 体 表

现在全书以俗证史的写作风格。那些充

满烟火气的、带有文化生活史意味的文

学作品和文字资料，既生动描摹历史细

节 ，也 在 世 代 流 传 中 移 风 易 俗 、理 家 化

民。作者援引这些材料，为戏曲史的发

展写下生动注脚。比如，作者引用通俗

小说中的描述，指出折子戏是应观众之

需，应时而生，当其在一次次演出中被打

磨得越来越精致时，折子戏就有了独立

的艺术价值，进而经受住时光的淘洗，传

承至今。从《儒林外史》到《陶庵梦忆》，

从坊间逸闻到古典小说、文人笔记，作者

借俗补史，化俗为雅，把看戏人、唱戏人、

写戏人的林林总总写得生动细致、妙趣

横生。本书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即引用

外国人在华游记、随笔等，展现近代外国

人眼中的戏曲之美和社会风貌，为读者

提供当时中外文化碰撞交流的视角，丰

富阅读体验。

作者将戏曲专业素养和人文情怀倾

注笔端，为广大读者绘就这卷内容丰富

的戏曲导赏图。生旦净丑的台前幕后、

勾栏瓦舍的古今变迁，有学术探讨，也有

历史典故，让原本就热爱戏曲的人思考，

让尚未领略戏曲之美的人心生向往。书

里书外，今天的戏曲既接续历史文脉又

承载当代文化自信，未来将有更多精彩

等待我们去发掘、去创造。

深入浅出描绘戏曲导赏图

赵建新

科普写作要有诚实严谨的科学性、引人
入胜的故事性、旁征博引的趣味性以及寓情
于理的文学性等，使读者被深深吸引。

推荐读物：

《设施园艺学》：张福墁主编；中国

农业大学出版社出版。

《设施蔬菜栽培学》：李天来主编；

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

《植物工厂系统与实践》：杨其长

等著；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

《从考古看中国》：全国哲学社会科学

工作办公室编；中华书局出版。

这是一本总结中国百年考古成就、展

示中华文明辉煌的普及读物，深入浅出，图

文并茂。

《
地
球
史
诗
：
四
十
六
亿

年
有
多
远
》
：
苗
德
岁
著
；
青

岛
出
版
社
出
版
。

《戏台上的中国》：廖奔、廖琳

达著；大象出版社出版。

《鲜红的党旗：写给青少年的建党故

事》：刘统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围绕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展现我

党点燃革命火种的惊心动魄，以及建党前后

的波澜壮阔。

①

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