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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中国农科院都市农业研究所的植

物工厂，立架上，一棵棵奶油生菜生长旺

盛；一旁，育种加速器实验室里，一株株水

稻颗粒饱满……

“在 大 田 环 境 下 ，水 稻 从 种 到 收 要 经

历 120 天；在植物工厂，仅需不到 60 天就

可以成熟收割。”杨其长一边向记者介绍，

一边叮嘱助手王森，“要注意观察水稻生

长状况，详实记录实验数据。”工厂内，通

过自动化播种、定植、栽培，各种植物拔节

生长……

“让植物像工业品
一样在工厂里生产”

每天一早，杨其长就会来到植物工厂，

查看植物生长情况，“植物工厂已经实现了

植物智能化生产。”杨其长说。

不靠阳光、不靠土壤，植物工厂是如何

种出蔬菜的？杨其长介绍，“植物工厂是由

计算机对植物生长过程的温度、湿度、光

照、二氧化碳浓度以及营养液等环境要素

进行全天候控制的工厂”，这里面需要用到

植物光配方、环境—营养协同调控、空间立

体栽培等理论和技术支撑。

提及为何要攻克植物工厂技术体系，

杨其长坦陈：“让植物像工业品一样在工厂

里生产，是我们的研究目标。”

出生于安徽农村的杨其长，记忆最深

刻的就是小时候在农田里干活的场景：盛

夏，水稻金黄。凌晨时分，孩子们跟着大人

一同到水田里，手持镰刀，一茬茬地割稻

子，直到清晨，经常忙得一身汗水一身泥。

“在我的家乡，一年两季水稻，每逢夏收最

怕下雨，要抓紧时间抢收、抢种”，杨其长

说，经常忙碌一夜，简单吃点东西，又要开

始第二天的劳作。

周而复始、日复一日的田间劳作，让杨

其长深深感受到了其中的艰辛；那时，他就

梦想有一天，可以研究出一种新的粮食种

植方式……

1981 年，杨其长考上华中农业大学，选

择了农业机械化专业。“做毕业设计时，我

选择了设计适合水稻田耕作的机器”，杨其

长回忆：尽管当时设计的机器比较粗糙，但

通过机械设备改造服务农业生产的意识，

已在杨其长心中牢牢扎根……

“不同植物需要不同
波段的优化光谱来进行光
合作用，这就要逐个尝试”

大学毕业后，杨其长来到中国农业大

学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习生物环境工程专

业。“这是农学、生物学和工程学的交叉学

科，主要研究的，还是设施农业方向。”杨其

长说，“在当时，相关专业人才较少，选择这

个研究方向，就是希望给农业现代化插上

科技的翅膀。”

毕业后进入中国农科院，杨其长从事

起 设 施 农 业 工 程 领 域 的 相 关 研 究 工 作 。

2002 年，他接触到了水耕栽培，即利用营养

液培植生菜、水稻等农作物。其间，他曾获

得科技部的项目支持，着手研究密闭式人

工光植物系统。经过几年攻关，2005 年，植

物工厂著作《植物工厂概论》出版，这是杨

其长根据前期探索形成的理论成果。

同年，一次访学期间的经历，让杨其长关

注到了智能 LED 光源在植物工厂中应用的

前景。当时，杨其长正在荷兰访学。一天，在

同事带领下，他看到国外的实验室用红蓝

LED光源培植出了绿油油的生菜。“生菜在实

验室里长得比外边还好，说明 LED 光能充分

满足植物的光合作用需求。”受此启发，杨其

长立即联系国内同事，仅用不到两个月时间，

就搭建了一座 LED植物工厂实验室。

可合适的 LED 光源十分难寻。2006 年

4 月，杨其长回国后，开始寻求中国科学院

半导体研究所的帮助。时隔不久，在大家

共同努力下，他们找来了 4 块价格昂贵的植

物 LED 光源板。利用这一资源，他和同事

们开展了大量植物光配方优化试验，寻找

合适的光源优化参数……

植物光合作用需要哪些光谱？研究团

队此前并不清楚，“太阳光包括可见光、紫

外光、红外光等波段，不同植物需要不同波

段的优化光谱来进行光合作用，这就要逐

个尝试”，杨其长说，经过团队不懈努力，终

于形成了植物工厂的光配方理论，研发出

LED 光源创制技术，让植物在工厂内生长

成为可能。

2009 年 9 月，我国第一座智能型植物

工厂研制成功。杨其长回忆：“经过团队的

周密设计，采取总体设计、分头施工的思

路，最终把实验室的成果应用到了工厂生

产。”在北京的一座植物工厂，2400 平方米

的栽培车间内，生菜等长势正旺。“无论外

界四季交替、昼夜更迭，植物工厂始终保持

着适宜植物生长的环境，”现场负责人姚放

说，生菜在普通土地上，一年只能种两三

茬；在植物工厂，一年能种 15 茬以上，单位

面积产量大幅提升。截至目前，我国规模

以上植物工厂已达 250 多座。

“创立一个新的研
究所，就是要边建设、边
科研、边出成果”

杨其长嘴边常挂的一句话是：“创立一

个新的研究所，就是要边建设、边科研、边

出成果。”

创建都市农业研究所，王森形容杨其

长团队是“飞一般的速度”。2018 年 3 月，

杨其长受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委派，到成

都筹建都市农业研究所和成都农业科技

中心。

白手起家，从零做起。没有办公和实

验条件，杨其长就积极争取中国农科院和

成都市委的支持，四处寻求办公楼和实验

楼；缺乏实验条件，他又争取到成都市农

林科学院、成都大学等单位支持，搭建联

合实验室。每天上下班，杨其长都和团队

成员一起，来回坐近两个小时的地铁，一

边关注新所的建设进展，一边保证科研工

作不落后。

研究所是建起来了，但困难又接踵而

至。新研究所缺人，怎样招贤纳才？思前

想后，他和团队一起，一方面向应聘人员宣

传植物工厂和智慧农业等新技术的发展前

景；另一方面为农业技术人才争取到了更

多人才扶持政策。

“做这些努力，就是为了更快地把农业

科技成果转化出来”，杨其长说，都市农业

融合了植物工厂、智慧农业、智能装备、育

种加速等前沿技术，实现从实验阶段到应

用转化是极为关键的一步。为此，他联合

中国农科院的一些院所单位，举办全国性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会议，与农业类企业联

建基础实验室和中试实验室，推动先进农

业科技成果向产业化方向迈进。

2022 年 3 月，都市农业研究所的实验

楼和办公楼相继建成，杨其长和团队正式

入驻；随后，10 余支创新团队陆续入驻都

市农业研究所，聚焦植物工厂和智慧农业

研究。

在成都温江国际数字设施农业中心产

研园，一个个紫红色的集装箱在园区整齐

摆放；在监控平台，温度、湿度等各类数据

实时显示，智慧系统智能调节 LED 光亮度

和水肥资源供给植物生长，“这是我们打造

的移动智慧植物工厂，未来可以放在城市

社区甚至任何角落，为都市提供食物产能，

同时还可以用于科普、教育、休闲体验等。”

杨其长说，研究所已经研究出叶菜工厂、果

菜工厂、草莓工厂、育种加速器等植物工厂

建设路径，目前，团队已在成都等多地探索

建设多形态植物工厂，生产各类果蔬……

中国农科院都市农业研究所研究员杨其长——

让植物在工厂里拔节生长
本报记者 王永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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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弘扬科学家精神R

杨 其 长 ：1963 年 生 ，安 徽

芜湖人。中国农业科学院都市

农业研究所首席科学家、国际

欧亚科学院院士。他长期从事

设施农业相关研究工作，作为

我国植物工厂技术体系研究的

倡导者，2002 年以来率领团队

先 后 攻 克 植 物 工 厂 光 配 方 及

LED 光源创制、光—耦合节能

环境控制、温室主动蓄能调温

与空间立体栽培等关键技术，

形成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

的植物工厂技术体系。

杨 其 长 是 个 大 半 生 和 农 业 打 交 道 的

人，他常笑着说：“自己也是个农民。”从农

家子弟到进入农业院校，再到扎根农业科

研事业，杨其长潜心为农，只为让农业科技

含量更高、产量更多。

杨其长没有忘记幼时父辈的辛劳。时

至今日，杨其长回想起当年抢收抢种的事

儿，一幕幕场景仍然难以忘怀。他用大半

生实践，只为创造一种可能，就是让植物生

长在工厂里，通过高科技调控，让粮食和蔬

菜更充分、更精准地生产生长，以满足人们

不断增长的需求。

杨其长立志要将所学应用于实践。从

选择专业到从事科研，他始终牢记要服务

大农业。提出新理论、研究新技术，他带领

团队攻坚克难。他牢记“国之大者”，勇于

承担，一步步攻克难关，将实验室成果推向

生产实践，以期泽被万千百姓……让我们

为杨其长这样奋战在农业强国一线的科学

家点赞，并向他们致敬！

潜心强农 泽被万千

随着地面指挥人员一声清脆的

哨音，由我国自主研发制造的百万

千瓦水轮发电机组转子开始吊装。

接到起吊指令，中国水电四局机电

安装分局桥式起重机司机田得梅

（见上图，中国水电四局供图）启动

操作杆，悬空架在厂房两侧的两台

黄色钢架结构桥机平稳地起升到

5.8 米的预定高度……

这是 2020 年 8 月，白鹤滩水电

站 1 号机组转子吊装工作现场。作

为水轮发电机组核心部件之一，转

子是机组安装过程中重量最大的部

件，起吊重量约 2100 吨，需由左岸地

下厂房内部两台 1300 吨桥机配合完

成吊装。在吊装过程中，两台桥机

需要保持步调一致，转子和定子间

隙仅有 51毫米调节范围，即使出现 1
毫米的操作误差，都可能会给转子带来晃动，甚至与定子发生

碰撞，造成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桥机司机田得梅深吸一口

气，尽管存在视线盲区，她依旧保持沉着冷静，耗时 77 分钟将

转子顺利吊入 1号机坑……

1990 年 5 月，田得梅出生于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

塘川镇上山城村的一户农民家庭。17岁技校毕业后，她被分配

到中国水电四局拉西瓦水电站工作。

田得梅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跟着师傅杨玲玲上桥机室的情

景：那一年，在开建仅一年的拉西瓦水电站，还没有修建专用的

铁梯，上桥机室需要攀爬凌空插入的脚手架。她紧紧跟着师

傅，一步不落地往上爬，丝毫不敢往下看一眼，生怕自己手一松

就掉下去。“开桥机和开汽车是一样的，不同的司机给乘客带来

的乘坐体验不同，千万不能简单地认为开桥机只是把设备或材

料从一个地方吊到另一个地方。”师傅杨玲玲的话，在田得梅心

中埋下了“平稳驾驶”的种子。以后的每一次吊装中，田得梅都

在思考着：如何把这些特殊的“乘客”安全地吊送至指定区域？

2平方米不到的桥机操作间里，田得梅不断学习与总结：手动

换挡时要注意逐挡增加或减少，接近吊点时判断距离提前减

速，开关按钮和操控手柄时动作一定要平稳……每次总结出一个

驾驶技巧，田得梅都会继续摸索直至完全掌握。凭借日积月累，

田得梅总结出了“眼看、耳听、鼻闻、脑想、手脚动”的操作技巧。

2019年 10月，中国水电四局白鹤滩机电安装工程项目部成

立。项目初期，作为项目部唯一的桥机工人，田得梅经常两个桥

机换着开，以每天超过 12个小时的高强度作业时长，在短短几周

时间里，完成了项目前期材料设备倒运和场地清理等工作。

“不仅要会‘驾驶’桥机，还要学习如何维护和保养它。”在

工作一线中，田得梅开过很多桥机，但只要遇到什么问题，都

需要联系专门负责检修的同事来处理。“要是我自己也会做这

些了，是不是效率会更高？”于是，下班后的田得梅多了一项活

动：跟着试验室的同事，学习桥机的日常维护和保养。

自 2007 年参加工作以来，田得梅一直奋战在水电工程建

设一线，先后参与完成了 18 台转子吊装，逐渐成长为国内为

数不多的可以完成巨型精密装置吊装的桥机司机。“今后，我

会一如既往地干好本职工作，在岗位上传承好执着专注、精益

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田得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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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换挡时要注意逐挡增加或减少，接近

吊点时判断距离提前减速……每次总结出一个

驾驶技巧，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水电四局”）机电安装分局桥式

起重机司机田得梅都会继续摸索直至完全掌

握。凭借日积月累，田得梅总结出了“眼看、耳

听、鼻闻、脑想、手脚动”的操作技巧，入选 2022
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

“这回直播我可得把货备足了，买

货的观众会越来越多！”这些天，内蒙古

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掌岗图

村的驻村第一书记王瑞，忙着筹办村办

企业新品发布会。只见展厅货架上整

齐陈列着村办企业生产的各类新产品，

其中就有主打产品速溶奶茶。

从代工生产到收购品牌再到输出

工 艺 ，掌 岗 图 村 村 办 奶 茶 厂 不 断 亮 出

“绝活”。“我们采取‘村党支部+企业+农

牧民’模式，2023 年上半年销售收入达

到 470 余万元，吸纳 50 余名村民就业。”

掌岗图村党支部书记张子军说。

掌岗图村还与周边两村组建乡村

振兴党建联盟，积极带动其生产奶茶纸

杯和配料包。其中，瓦窑圪台村的纸杯

厂生产配套纸杯，每年就有 15 万元净

利润。

近 年 来 ，伊 金 霍 洛 旗 以 党 建 为 引

领，通过一村一名大学生配强班子、驻

村 工 作 队 全 覆 盖 、建 立 多 元 化 投 融 资

机 制 等 全 链 条 保 障 措 施 ，助 推 嘎 查 村

集 体 经 济 发 展 壮 大 ；根 据 不 同 区 位 条

件，推动形成“一村一品”特色项目，壮

大集体经济稳固财源；组建乡村振兴党

建联盟，发展较好的嘎查村结对发展滞

后 的 嘎 查 村 ，合 力 破 解 集 体 经 济 增 收

难点。

“我们以党建聚合引领资源互补，

最大程度地发挥乡村振兴党建联盟作

用，把原来的‘单打独斗、分散资源、粗

放式管理’变为‘抱团联建、投资股本、

市场化运行’，破解集体经济发展瓶颈。”

伊金霍洛旗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国翻表示。据悉，2022 年，伊

金霍洛旗嘎查村集体经济完成经营性收入 3.8 亿元，实现纯收入

7700 万元；经营性收入 100 万元以上的嘎查村达到 25 个，组建

23 个乡村振兴党建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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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见证山东经济发展，连接济南、青岛等 5 市 23 县的运输大通道，由山东高速集团投资建设的济青（济南—青岛）

高速自 2019 年 7 月底改扩建通车以来，日均断面车流量达 4.41 万车次，承担着该省近 15%的高速公路通行量。图为日前

拍摄的济南至青岛高速公路涌泉立交段。 陈 斌 魏志尚摄影报道

本报广州 8月 30日电 （记者李刚）8 月 29 日，2023 年广东

省企业首席质量官经验交流会暨“质量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广州

举办。记者从活动中获悉：目前广东全省已经有 3 万多家企业

建立了“首席质量官”制度，广东将推动“首席质量官”制度 2025
年底在制造业大中型企业全覆盖。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首席质量官詹松光表

示，企业成立了 11 个专项小组，创新品牌管理方法，推进开展 48
个子课题。李锦记（新会）食品有限公司首席质量官孙胜枚表

示，公司将注意力集中到源头管控上，建构了“对标全球法规标

准建立追求零风险的源头管理”模式。

广东 3万多家企业有了“首席质量官”

杨其长在植物工厂实验室观察植物长势。 本报记者 王永战摄

新华社太原 8月 30日电 （记者解园）中共中央台办、国务

院台办主任宋涛 30 日在山西运城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夏立

言一行。

宋涛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维护两

岸和平、促进共同发展、造福两岸同胞的正确道路。当前，“台

独”分裂势力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损害台湾同胞利益，破

坏台海和平稳定，台湾面临着和平与战争、繁荣与衰退两条道

路、两种前景的抉择。我们将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

共同政治基础上，同中国国民党等岛内各有关政党、团体、各界

人士共同努力，推动两岸关系重回和平发展正确轨道，共创民族

复兴的绵长福祉。

夏立言表示，当前两岸关系形势严峻，中国国民党愿在坚持

“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既有政治基础上，持续加强交流合作，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造福两岸同胞。

会见前，宋涛与夏立言一同参访了运城关帝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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