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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推进科技创新园区天开园建设
设立种子基金支持初创企业

本报天津 4 月 25 日电 （记者武少民）天开高教科创园

（以下简称“天开园”）的首家注册企业日前正式成立，标志着

园区进入正式运行环节。近期，天津全力推进天开园建设，出

台《天津市关于支持天开高教科创园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

措施》，围绕成果转化、创新创业等 10 个方面，形成特色鲜明

的扶持政策体系。

目前，天开园依托 56 所在津高等院校，面向创新创业师生

和科研工作者，探索“学科+人才+产业”的创新发展模式，推进

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力求培育更多具有竞争力的

创新型企业。天津市科技局局长朱玉兵介绍，天开园政策体系

的设计突出对创业群体的支持。园区设立了创业种子基金，给

予初创企业 50 万至 300 万元的天使投资支持，设立高成长初创

科技型企业专项投资，可给予最高 1000万元直接投资。

我国智慧公路由试点示范转向全面布局
已有20个省份开展相关建设工作

本报北京 4月 25日电 （记者韩鑫）记者在日前举行的第

四届中国交通科技发展峰会上获悉：目前我国已有 20 个省

份、40 余条线路开展基于车路协同智慧高速公路建设的工

作。我国智慧公路发展经历了原型研究、技术验证、试点示范

等阶段，正处于由试点示范转向全面布局的关口。

智慧公路是交通新基建的重要组成部分。2019 年，全国

首个高速不停车收费人工智能稽核项目在广东正式落地；满

足车路协同式自动驾驶等级的苏州绕城高速 S17 项目于今年

2 月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山东新建智慧高速济潍高速公路

项目将于今年 10 月通车……近年来，多地在加强高速公路基

础设施建设过程中，不断推进智慧高速公路建设，助力我国智

慧交通加快迈向新阶段。

“在这个片区，尿素有多少销多少！”春耕

热火朝天，肥料销售也紧随其后。挂断经销

商电话，还得赶紧下田，云南省昆明市农业生

产资料有限公司市场销售代表罗恒忙得团团

转。立足传统化肥销售，提高新品类肥料占

比，推广先进施肥技术手段……罗恒的忙碌

是云南化肥产业转型发展的一个缩影。

大到粮食安全，小到居民餐桌，小小一捧

肥料，里头门道不少。作为粮食的“粮食”，化

肥的生产、分销与使用，直接关系农业生产与

农民收益。当前，化肥这一云南的重要产业

迎来忙碌的生产期。

找准客户需求
新老产品畅销

正当农时保春耕，买什么肥料成了农户

的头等大事。干净宽敞的铺面内，一袋袋不

同颜色包装的化肥摞成小山一般，时不时有

农户拉着罗恒咨询。“小农户大田作业使用的

传统肥料，轻易不换品牌。”罗恒说，自己销售

的云天化集团所生产的肥料，在云南有一批

忠实的老客户。

偶有闲暇，罗恒则会“跑田”，推广化肥新

产品。“一个个棚挨个跑，虽然很辛苦，却很有

效果。”讲起“跑田”，罗恒滔滔不绝：干农活辛

苦，农户见到有人能陪着聊天，一般不会反感；

聊作物品种价格、谈肥料使用情况，很快便能

知晓农户会不会成为自己的潜在客户。“把肥

讲透了、用对了，才谈得上有市场、有销量。”

年年都卖化肥，为什么今年的销售如此乐

观？“找准客户需求，补齐产品缺位。”罗恒说，新

产品推广得瞄准目标客户，为客户针对性解决

问题，保护土壤、提高产量和品质。“粮食、蔬菜、

花卉、水果……不同区域有不同的优势作物，

种植户也有不同需求。缺啥卖啥，才能不愁

销！”罗恒说，只有让农产品长得壮、卖得旺，

化肥才能有销量。新产品的好效果让农户安

了心，仅今年 1月，销量就达到 170余吨。

11 条包装线满负荷运行，每天提前一小

时开始包装工作，这段时间，云天化化肥的平

均日产量达到了 2.5 万吨以上……化肥销得

好，背后是生产端、运输端的高效运转。在云

天化天安化工产品包装车间，企业通过增加

巡检频次、提高巡检质量，不断优化装卸作

业，化肥产品实现了稳定供应。产量高、供应

稳，云天化生产的肥料不仅在本地热销，还源

源不断销往华北、东北等粮食产区，服务约 5
亿亩耕地。

在天安化工，除了大型氮磷肥装置满产

运作，其他生产线也满负荷生产。“今年一季

度，营销人员平均每个月有 1/3 的时间在外

跑市场，拓展用户，摸清市场需求。”天安化工

生产技术部副部长谢波说，近年来公司加大

科研投入，“一旦发现客户有新需求，我们就

紧跟需求，积极研发。”

新品专用化肥
助力绿色转型

一块玫瑰种植田，一脚下去踩不着土；一

条玫瑰包装线，从分级到包扎都靠机器；水肥

循环利用，浇灌精确到秒……“在这里，一台

电脑就能控制两三个大棚的水肥！”走在 8 米

高的宽敞大棚里，花匠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理鲁志欢步履格外轻快。

云南是鲜切花的主要生产基地。在昆明

市晋宁区昆阳磷矿复垦植被区的空地上，花

匠铺的玫瑰示范园已经初具规模。既要种植

鲜花，又要销售花卉专用肥，鲁志欢说：“我们

既是示范田，也是试验地。”

“肥多肥少，会影响叶片大小、枝条形态、

花苞着色程度等。”花匠铺技术人员陈鑫说，

因为品质不同，同一品种鲜花价差可能有两

三倍，想要“卖得好”，必须“种得好”。为了带

动农户种植水平提升，花匠铺技术人员常常

去周边村落，推广新品花卉专用肥，提供花卉

植保方案。换上新肥新方法，晋宁区宝峰街

道龙泉村花农杨贵生种出的鲜花，不仅产量

有了提升，品质更是提高了一大截。

相对于漫灌，滴灌种植能够明显提升鲜

花产量和品质。不过，滴灌对肥料的水溶性

要求更高，如果肥料杂质过高或者溶解不充

分，容易导致滴灌管线堵塞。近年来，越来越

多花农用上了滴灌，化肥生产企业随即加大

了新品水溶性花卉专用肥的推广力度，成为

化肥产业新的利润增长点。

随着智能化绿色种植技术的推广，花匠铺

在鲜花种植环节的管理更加精准。“鲜花销售

淡旺季明显：重大节日一花难求，价格水涨船

高，我们通过控制水肥，尽可能扩大鲜花产量；

而到了淡季，我们就适当压缩鲜花产量，着重

提升品质，从而实现效益最大化。”鲁志欢说。

在花匠铺的温室大棚里，不少种植户问得格

外仔细，如今好几个种植大户已经率先用上

了智能化绿色种植技术。

传统大田种植，在水肥控制方面有一定

难度，花卉品质很难精准掌控；而通过无土滴

灌栽培，实现对水肥的精准智能控制，不仅极

大提升了花卉品质，还能回收利用多余的水

肥，从技术上实现水肥零外排。

“传统方法种植，每亩年产 4 万—6 万株

都算好收成。通过标准化的种植技术和设施

农业，每亩年产可以提高到 14 万—15 万株。”

陈鑫边激活系统操作台边说，依靠废水循环

利用系统，实现了水肥回收、消毒后再利用，

支撑了花卉种植的绿色高质量发展。

发力科技富农
推动减灾增收

前阵子，一场倒春寒，让昆明市嵩明县蔬

菜种植户薛佳鹏损失不小。“小瓜不耐寒，遇

上冻害要赶紧拔掉，否则很容易造成成片死

亡。”薛佳鹏心疼地说，“本想着要不成了，还

好碰到了嵩明科技小院的专家们下田走访。”

嵩明县是云南省蔬菜主产区之一，每天

都有蔬菜源源不断地从这里发往各地，当地

像薛佳鹏这样的专业菜农数量不少。蔬菜销

售，一头连着百姓餐桌，一头关系农户生计，

如何提升产量、种出更水灵的菜成了农户们

最关心的事。一季耕作一季收成，施肥影响

作物与土壤。因此，如何选肥用肥，自然也成

了田里的重头戏。

为更好助力农户种植，当地化肥企业延

伸服务链条，与中国农业大学联合成立嵩明

科技小院。作为建在田间地头的综合型现代

农业服务平台，嵩明科技小院可以提供农业

研究、施肥方案设计、肥料试验示范与农业技

术服务等多类型服务。

为保春耕，嵩明科技小院院长周维兴带

着团队下地调研，正好碰上了薛佳鹏家受灾

的农田。

刚走进薛佳鹏家的菜地，周维兴心里也不

是滋味，挽起袖子一番检查，发现不少瓜苗还

能“抢救”。周维兴马上提出可以试试新推广

的抗寒特种肥料，或许能挽回一些损失。听完

建议，薛佳鹏暗自算账，一瓶特种肥不过 100多

元，哪怕没效果也亏不到哪里去，于是买了两

瓶，喷了 3次。两个月后回访，薛佳鹏说：“那些

救回来的小瓜，加起来卖了近 1万元！”

“常规的复合肥是主食，但只吃主食，何

来营养均衡？”周维兴介绍，要种好地，还得用

对肥、用精肥、用好肥。比如添加聚谷氨酸，

保水保肥；使用水溶性肥，作物吸收更高效；

增加微生物菌剂，恢复土壤活力……科技小

院团队从设计施肥方案到田间指导，全程推

进科学种植。

“不仅肥要好，还得划算。成本太高，效

果再好也白搭。一块土地投入多少，农户门

儿清。”周维兴告诉记者，“如今，连那些种了

多年地的‘老把式’，都对我们这个‘家门口的

农学院’很认同。”

找准客户需求，延伸服务链条，云南化肥产业—

服务春耕生产 提升农业质效
本报记者 杨文明

核心阅读

化肥的生产、分销与使
用，关系到农业生产与农民
收益。今年以来，云南化肥
企业生产忙碌，全力保障化
肥产品稳定供应。通过研
发新型专业化肥，推广绿色
种植技术，延伸服务链条，
当地化肥产业上下游企业
不断满足农业生产需求，助
力农户增产增收。

宁夏持续深化与央企合作
本报北京 4月 25日电 （记者刘峰）25 日，宁夏回族自治

区在京举办与央企深化合作投资推介会，向中国核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等 49 家中央企业推

介宁夏、共谋发展，促进央地深度合作、互利共赢。

据统计，2006 年以来，宁夏成为央企投资发展的重点地

区，共有 37 家央企、280 多个重点项目、近 3300 亿元投资在这

里落地。近年来，宁夏确定了清洁能源、装备制造、葡萄酒、枸

杞、文化旅游、现代物流等“六新六特六优”产业，建设现代化

工、新型材料、数字信息、冷凉蔬菜等产业基地，打造光伏、储

能材料、高性能纤维、乳制品、枸杞深加工等产业链。推介会

上，宁夏回族自治区国资委有关负责人介绍了总投资 1370 亿

元的 30 个重点项目，力邀广大央企前来开展更深层次、更宽

领域、更高水平的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