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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过后，山东潍坊寿光市稻田镇阁上

村亮泽农业合作社的番茄种植大棚内，红、

橙、黄、绿不同颜色的番茄长势喜人。

“今年的番茄，不仅果实周正，口感也细

腻。”种植户韩友功告诉记者，这种番茄收购

价普遍超过 5 元一斤，一亩大棚的收成大概有

10 万元。

近年来，寿光市以创建现代农业全产业

链标准化示范基地为契机，运用先进育种技

术、智能化技术等，大力推动番茄产业现代

化、标准化发展，培育从番茄育种育苗、种植

到销售的经营模式，产业竞争力不断提升。

2023 年，寿光市番茄产量超过 50 万吨，供应

国内外市场。目前，全市有 205 个自主研发蔬

菜品种，番茄品种达 113 个。

发展先进育种
延长产业链条

“这款番茄口感丰富有层次。”在大棚里，

韩友功摘下一颗番茄递给记者，“果实小巧饱

满，酸甜脆爽。”

“番茄好吃可口，有啥诀窍？”记者问。

“种子有保障，还愁果子不好吃？”韩友功说。

好种才能育好果。寿光市蔬菜产业集团

研发中心分子育种实验室内，番茄育种项目

负责人于彩云盯着试管，正进行番茄 DNA 分

离实验，“我们在选育口感番茄的新品种，争

取在确保果实口感的同时提升其抗病性。”

近年来，寿光市蔬菜产业集团建设研发

中心，配备高标准的种质资源库、分子育种实

验室，设立番茄育种课题组，持续攻坚番茄种

子研发，不断培育新品种，帮助合作社的种植

户选种、育苗。于彩云带领团队培育出的“青

口蜜”“紫千禧”等黄绿色、巧克力色新型口感

番茄，市场占有率不断提升。

韩友功忙着采摘的工夫，寿光市蔬菜产

业集团的销售经理王志刚驱车赶来，收购刚

刚采摘的番茄。

“我们收购后，一部分运往蔬菜批发市场

进行分销，另一部分运到食品加工基地进行

深加工。”王志刚说。

良种是番茄产业发展的基础，推动产业

规模进一步壮大，则离不开上下游的完善。

近年来，寿光市蔬菜企业持续打通番茄产业

链条，不断提升产品价值。

2021 年，寿光市蔬菜产业集团食品加工

基地建成投产，基地内设有 6 万平方米的食品

加工车间。从大棚采摘下的番茄，当日就被

运送到车间，经过深加工制成烘干蔬菜片等

产品，销往下游市场。2023 年，集团番茄类食

品加工产值超过 500 万元。

构建智能场景
实现智慧监管

风机高速运转，温室内空气循环通畅；天窗

缓缓开启，阳光均匀洒在番茄上；中控面板上，

光照强度、二氧化碳浓度等信息实时显示……

“手机成了新农具，田间管理不发愁。”在

寿光市洛城街道寿光农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的智能玻璃温室内，工作人员肖爱荣正通过

手机进行实时管理，“通风、遮阳、浇水……动

动手指，就能一键操作。”

2020 年，寿光农业控股集团流转 120 亩

土地建设智能玻璃温室，土地利用率相比传

统 种 植 大 棚 提 高 30% 以 上 ，生 产 效 率 提 高

50%。截至目前，寿光市 80%以上的番茄种植

大棚安装了智能化设备，种植大棚变身“绿色

车间”。

智能化技术除了让种植便捷高效，还在

助力销售检测等环节大幅提升效率。

温室外，一辆辆自动导向车载着一筐筐

成熟的番茄，有序停靠在果实分拣线起点。

筛选机里，不同克重的番茄经过分级输送至

多个平台，打包后被运往批发市场。

与此同时，寿光市农业农村局农产品质

量 安 全 监 管 科 科 员 陈 海 建 正 在 进 行 抽 样 。

样品将被送往市检验检测中心，最终检测结

果将上传至市蔬菜供应链综合管理服务平

台 。 陈 海 建 在 手 机 上 打 开 检 测 系 统 展 示 ：

“现在可以实现对每批番茄追根溯源。”

2022 年，寿光市搭建蔬菜供应链综合管

理服务平台，平台内共有蔬菜种业、果菜品种

权交易等 14 个应用模块，市内番茄种植地块

的信息可以一键查询。此外，平台接入农产

品质量安全检测系统，番茄果实检测结果实

时录入平台后，可实现对产品的追踪。

“依托蔬菜供应链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全

市共计 5000 多个番茄种植大棚实现智慧监

管。”寿光市农业农村局局长王立新介绍。

突出标准引领
挖掘品牌价值

“可别小瞧咱这日光温室，都是按照番茄

种植国家标准兴建的。”来到寿光市稻田镇崔

岭西村众旺农业合作社，负责人崔玉禄说。

搭建温室种番茄还有标准？

“咱这儿的番茄种植从土壤质量、土壤管

理到茬口安排、种苗要求，都按照全链条标准

统一执行，以确保番茄果实的整体质量。”崔

玉禄说。

2018 年，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在寿光

成立。2021 年，中心牵头编制的《日光温室全

产业链管理技术规范 番茄》经农业农村部

批准发布后正式实施。

种植有标准引领，农户干劲更足。标准

实 施 后 ，崔 玉 禄 组 织 农 户 们 一 起 将 传 统 的

种 植 大 棚 改 造 为 日 光 温 室 ，田 间 管 理 也 按

照标准进行。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工作

人 员 定 期 回 访 ，对 种 植 标 准 应 用 进 行 现 场

指导，以往单凭经验、无序种植的状况得到

极大改善。

“原来我们种植的番茄卖不上价，现在按

照标准种植的高品质番茄售价提高了不少。”

众旺农业合作社社员崔新中说。

2019 年，寿光市农业农村局开始推广“统

一农资、统一技术、统一管理、统一检测、统一

品牌、统一销售”的标准化管理模式，促进番

茄全产业链标准推广应用。

在标准化管理下，前疃村整合 7 家蔬菜合

作社成立旺民蔬菜合作社。合作社注册了商

标，不断挖掘品牌价值，实现销量大幅提升，

番茄种植户平均年收入增长超 10 万元。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促进蔬菜合作社逐

步提升番茄规范化种植能力，完善产业链，打

出好品牌，持续推动番茄全产业链发展。”寿

光市委书记李鹏说。

山东寿光80%以上番茄种植大棚安装智能化设备

113个番茄品种背后的科技含量
本报记者 王 者

■经济聚焦
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

R

近年来，山东寿光积
极创建现代农业全产业链
标准化示范基地，不断完
善番茄全产业链条，推动
番茄产业智能化、标准化
发展。通过打通研发、生
产、加工、消费等环节，建
设数字平台，挖掘品牌价
值，当地番茄产业的竞争
力不断提升。

核心阅读

本报北京 4 月 9 日电 （记 者吴秋

余、郑海鸥）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

一步优化支付服务提升支付便利性的意

见》要求，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文化和旅

游部、国家外汇管理局和国家文物局联

合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重点文旅场所

支付服务 提升支付便利性的通知》。

通知明确，三星级及以上旅游饭店、

国家 5A 级和 4A 级旅游景区、国家和省级

旅游度假区、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要实现

境内外银行卡受理全覆盖。重点文旅场

所相关经营主体应保留人工售票窗口，支

持现金支付，保障消费者支付选择权。积

极推进在外籍来华人员较多的文旅场所

布设外币兑换业务网点，提升外币兑换服

务水平。持续完善移动支付服务，优化

业务流程，丰富产品功能，提升文旅场所

线上、线下场景移动支付便利化。

通知立足更好满足老年人、外籍来华

人员等群体在文旅领域多元化的支付服

务需求，要求各地文化和旅游部门、文物

主管部门会同当地中国人民银行分行加

强协调联动，确定重点文旅场所，明确重

点商户，制定工作方案，从持续完善境内

外银行卡受理环境和现金使用环境、提升

移动支付便利度、加强宣传推广等方面，

细化工作措施，做好供需对接和评估督

导，共同提升文旅领域支付便利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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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民互市贸易进出口商品不予免税清单印发
本报北京 4月 9日电 （记者王观）记者从财政部获悉：

为完善边境贸易支持政策，优化边民互市贸易多元化发展

的政策环境，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

于边民互市贸易进出口商品不予免税清单的通知》，明确除

《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负面清单》所列的商品外，边民均

可通过互市贸易方式进口。

据悉，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不予免税清单共 21 项商

品，包括烟、酒等，以及超出规定数量的小麦等农产品。进

口免税额度以个人为单元计算和使用。边民互市贸易出口

商品不予免税清单包括国家禁止出口的商品、应征收出口

关税的商品和取消出口退税的商品。

本报北京 4月 9日电 （记者韩鑫）记者近日从中国自

行车协会获悉：今年前两月，我国自行车行业保持企稳回升

势头，规模以上自行车企业产量达到 390 万辆，同比增长

11%，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实现利润同比增长 15%。

“受国内需求回暖和产品供给能力提升带动，今年以来

我国自行车行业主要经济指标均实现正增长，行业经济效益

持续改善。”中国自行车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郭文玉说。

近年来，我国自行车行业中高端化趋势日益明显。去年

千元以上自行车产量达到 1215 万辆，同比增长 15.1%，千元

车占总产量的比重已达 24.9%，比上年提高 4.3个百分点。

前两月规上自行车企业产量达390万辆
利润同比增长15%

本报北京 4月 9日电 （记者丁怡婷、吴君）9日，

世界首台（套）300 兆瓦级压缩空气储能电站——

湖北应城 300 兆瓦级压缩空气储能电站示范工程

并网发电。工程总投资约 19.5 亿元，储能容量达

1500 兆瓦时，系统转换效率约 70%。

该工程是国家新型储能试点示范项目，由中

国能建数科集团和国网湖北综能共同投资建设，

利用废弃盐矿作为储气库，每天可储能 8 小时、释

能 5 小时，全年发电量约 5 亿千瓦时，将有效提升

区域电网的调峰能力，促进电网消纳更多风电、光

伏等新能源。经过联合技术攻关与实验论证，项

目关键核心技术装备实现 100%国产化，攻克了工

艺系统集成、地下储气库建造、关键装备研发等诸

多难题。

图为湖北应城 300兆瓦级压缩空气储能电站。

余健兵 宋 异摄影报道

湖北应城300兆瓦级
压缩空气储能电站并网发电
关键核心技术装备100%国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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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广东跨境电商进出口超2000亿元
本报深圳 4月 9日电 （记者李刚）记者从广东省跨境

电商高质量发展研讨活动上获悉：今年一季度，全省跨境电

商进出口突破 2000 亿元。

这次活动中，广东省商务厅介绍了 12 条政策措施，从

优化完善支持政策、支持跨境电商园区发展、支持跨境电商

企业发展、构建跨境电商产业生态等方面，促进跨境电商持

续稳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