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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番茄为何能越夏
数字化管理升级，日均

稳定供应 5 吨鲜果

盛夏时节，走进北京市海淀区上庄镇前章

村的翠湖智慧农业创新工场，清新气息扑面而

来。3.5 万平方米半封闭智能连栋温室里，俨

然一片空中番茄“森林”：栽培架成排林立，以

椰糠土为基质，番茄藤盘旋而上，绿叶间悬挂

着成串的小番茄。

天 气 炎 热 ，这 里 的 番 茄 为 何 还 能 正 常

生长？

“常规的降温操作有遮阳、开窗、高压喷雾

‘三部曲’，但要营造稳定适宜的温度，这些还

不够。”北京翠湖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部负

责人李树山说。

消毒、换装，步入温室里顿感清凉。“黑科

技”来自脚边的一排排白色圆筒。李树山介

绍：“高温下冷水机组正常运转，通过风筒将冷

气均匀送到各个角落。哪怕最热的时候，番茄

的串形和口感也有保障。”

翠湖智慧农业创新工场是北京市高效设

施农业首个试点项目，由北京翠湖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项目共规划建设 20 万

平方米大型智能连栋温室、设施农业研发创

新 基 地 及 配 套 协 作 区 。 其 中 ，一 期 项 目 于

2021 年底投产运营，二期项目将于今年下半

年全面投产运营。

得益于环控系统升级，其他温室已陆续拉

秧，温室里一片生机盎然。李树山说，大型智

能连栋温室在生产方式上有很大优势。

首先是用地集约。“一大特点就是通透。”

李树山介绍，这类温室由拱形骨架和高透光减

反射散射玻璃构成，可充分利用自然光。连栋

温室每个生产隔间通过天沟连接，单体规模可

达到 5 公顷以上，有效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实

现规模化、标准化生产。

其次是管理精细。白色轨道上，升降车、

打叶车、采果车灵活穿梭。负责给番茄“盘头”

的工人陈一站在升降车上，将整理好的茎蔓绕

在直通顶棚的线上，让植株向上生长、增加分

杈。向立体栽培要产量，单株番茄茎蔓一年能

长到十六七米，可采收 35 穗以上，一平方米能

长出 20 多公斤果。

偌大的温室里，数字化管理后台一刻不

闲。水肥系统封闭运行：施肥机连接电脑和灌

溉管网，根据定期全元素检测、果实成长转色

情况，将养分送到植株根部，多余的营养液重

新收集利用。“有了集成应用环境调控、省力化

装备、自动控制平台等设备，劳动强度低了，管

理精度高了，人均打理上千平方米不在话下。”

李树山说。

午后骄阳收起，大雨哗哗落下。棚顶窗

户自动关闭，风雨一丝进不来，室内还能保持

亮堂。

高品质的串收小番茄，已进入北京等地商

超。“各地能越夏的生产基地不多。小番茄货

量下降，处于行情上升期。”销售部负责人程佳

兴随手捧起一穗番茄，不多不少、正好 8 颗。

“像这样的一串基本可认定为 A 级。”程佳兴介

绍，夏茬淡季，一座温室日均能为市场稳定供

应 5 吨鲜果。

如何把成本降下来
补上关键技术短板，促

进多渠道节本增效

采访中，记者听到最多的词是“高效”和

“降成本”。

“高效设施农业的投入较高，想把成本降

下来，掌握自主技术是关键。”翠湖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科技部负责人刘雪介绍，在智能连栋温

室的设计和建设方面，翠湖农业实现了设施国

产化率 80%，推动单位平方米建设成本降到

2000 元以下。但是跟一些设施农业发达国家

相比仍有差距。

为了加快补上关键技术短板，翠湖农业联

合相关科研单位，采用“揭榜挂帅”形式开展协

同创新项目攻关。

“当前，我国设施园艺生产有三个矛盾需

要解决，即温室大型化与降低运行能耗、结构

选型与宜机化，以及传统经验管理与智慧决

策之间的矛盾。”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农业

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赵春江

介绍，团队挂帅了“智能连栋温室数字化关键

技术研究与应用”课题，重点应用信息技术手

段，实现智能温室生产的全程数字化和自主

化智慧管理。

团队已为翠湖农业量身打造了“感知—决

策—控制”一体化数字服务平台——“首农翠湖

工场数据管理平台”。“平台配套了自主研发的

传感器，实现了环境精准感知、远程在线监测和

信息反馈。”赵春江说，未来还将在智能化调控

和精准作业方面应用自主研发的技术装备，逐

步实现智能温室关键技术装备的国产化替代。

降成本的空间不小。刘雪介绍，围绕智能

连栋温室，企业还开展了多项绿色优质生产关

键技术研究与集成。比如，根据光照季节性变

化，引入不同玻璃喷涂材料，夏季反射多余的

光和热，冬季则增加自然透光率。通过调控环

境策略，降低能源消耗。

我国设施园艺面积、产量均居世界前列。

“设施园艺中近 90%为设施蔬菜生产，约占全

国蔬菜总面积的 1/5，为有效保障‘菜篮子’产

品季节性均衡供应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农

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高丽红说，也要看到，小

拱棚、塑料大棚、日光温室等仍是国内设施栽

培的主要形式。

《全 国 现 代 设 施 农 业 建 设 规 划（2023—

2030 年）》提出，加快传统优势产区设施改造

提升。新技术、新设备赋能，正逐渐改变传统

大棚劳动投入大、产出效益不高的局面。在四

川旺苍县，去年全县投入涉农资金 100 多万

元，对土棚进行“数智化”升级。

“过去浇地施肥要 6 个人，有了智能管理

系统，效率倍增。”白水镇白水村有机蔬菜生产

基地管理员胡明按下水肥一体机按钮，30 分

钟就浇完了一个大棚，“不仅省力，还可以节水

节肥四成左右，单个棚每年省出两三千元。”今

年基地 10 个大棚种上了苹果苦瓜、水果彩椒、

香蕉西葫芦等网红蔬菜，每亩可增产 500 至

1000 斤。

类型丰富的现代农业园艺设施，让蔬菜

四季供应有了持续可靠保障。农业农村部已

编 制 全 国 设 施 蔬 菜 棚 型 结 构 与 工 艺 技 术 图

册，聚焦日光温室和塑料大棚，分区域明确了

主推棚型结构，提出了设备配置清单和老旧

设施改造的工艺做法，为推动设施蔬菜提档

升级提供技术指引。“适应我国多样化气候类

型，各地按设施结构性能合理安排适宜茬口

和蔬菜种类，可以最大程度利用光热资源节

约能耗。”高丽红说。

设施种植业未来什么样
供 得 上 、品 质 优 ，满 足

多元场景保供需

谈及未来的设施种植业，高丽红说：“以最

少的土地、能耗、人力等资源，产出最多的产

品，这是理想中的状态。”在北京、上海等一些

人口密集、消费能力强的都市地区，智能连栋

温室和植物工厂在蔬菜的应急保供方面具有

显著优势，有利于提升主要大中城市蔬菜自给

水平。

作为未来设施种植业的方向，完全不受外

界环境影响的植物工厂近年来备受关注。由

中国农业科学院都市农业研究所自主研发的

无人化垂直植物工厂，去年底在四川成都投入

使用。工厂单层占地 200 平方米，作物栽培层

数高达 20 层，年产量可达 50 吨以上，相当于

60 亩大田。目前在全国，规模以上植物工厂

已达 250 多座。

针对一些特殊场景下的蔬菜需求，相关研

发应用也方兴未艾。浙江省舟山海农海洋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志刚带领团队承担了“海

上菜园”项目，研发船用智能种植设备解决远

洋渔船上新鲜叶菜缺乏的问题。

船上种菜，难在哪？“主要是空间小、人口

多、维护成本高。”张志刚介绍，综合产量、营

养上的性价比和操作便捷度，选择金玉兰菜

作为船用栽培品种，单套设备占地仅 0.5 平方

米，月产 30 斤，每斤成本不超过 15 元。设备

现已升级到第五代，并在一些渔船上进行投

放试用。

瞄 准 持 续 高 产 ，张 志 刚 有 更 细 致 的 考

虑 ，“下 一 步 打 算 研 发 适 用 于 商 船 领 域 的 大

型船用种植设备，建设 4 个分割舱做立体栽

培 ，每 周 收 一 次 菜 ，四 五 平 方 米 的 月 产 量 可

达 500 斤以上，船员们在海上就能吃到更多

新鲜叶菜。”

现代设施种植，如何让“菜篮子”拎得更

稳当？

在翠湖工场，2021 年以来先后试验筛选

140 多个番茄品种，将市场上认可度高、色彩

口感较为理想的品种进行大面积栽种。李树

山介绍，二期项目中，9600 平方米科研展示温

室将引入黄瓜、草莓、蓝莓等更多品种进行栽

培试验。

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绿色优质蔬菜

需求日益增长。“目前适于设施栽培的主要有

茄果类、瓜类、豆类、绿叶菜类、芽菜类和食用

菌类等，可达 100 多种，但主要集中在番茄、黄

瓜、辣椒等十几种常见蔬菜。”高丽红说，同样

是家常蔬菜，脆嫩绿甜的甘蓝、口感细嫩清香

的华南型黄瓜、软肉型茄子等品种正获得更多

消费者青睐，高品质番茄的价格能达到普通品

种的 3—5 倍。

人多地少背景下，智慧农业赋能设施种植

业的前景日益明朗。“5G、大数据、人工智能、

云计算、机器人技术等逐渐应用于设施农业。”

赵春江表示，从世界设施农业发展的现状与趋

势看，关键在于环境和作物信息的精准感知、

瞄准生长需求的精量调控和高效低损作业，这

需要一系列完善的技术体系和装备支撑，仍有

待长期的数据积累。

（卢天好参与采写）

上图：翠湖智慧农业创新工场 3.5 万平方

米半封闭智能连栋温室里，一排排番茄长势

良好。

李树山摄（人民视觉）

现代设施种植，让“菜篮子”拎得更稳当
本报记者 郁静娴

精 准 定 位 市
场，针对性满足目
标客户群的需求，
是乡村旅游脱颖
而出的一条可行
之路

全村开了 486 家农家

乐，绝大多数淡季入住率

一半以上，假日至少得提

前 3 个 月 预 定 ，年 均 接 待

游客约 400 万人次，90%村

民从事乡村旅游业，去年

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5.8
万元……这是浙江省长兴

县水口乡顾渚村发展乡村

旅游的一份成绩单。对一

个没有名胜古迹、奇山异

水的山村来说，这样的成

绩着实亮眼。

秘 诀 何 在 ？ 顾 渚 村

党 总 支 书 记 张 明 祥 一 言

以 蔽 之 ：关 键 在 于 打 好

“精准”牌。

顾渚村生态环境好，

田园青翠、空气清新；地理

位置佳，毗邻江苏、上海。

在乡村旅游早期从业者经

验示范下，村里的多数农

家乐都把市场定位为吸引

沪、苏两地的中老年群体

来顾渚住上两晚，在附近

玩上三天。

确定市场定位后，顾

渚村实施“包吃包住包接

包送包玩”的“五包服务”

和团队式接待模式，最大

程 度 满 足 游 客 的 吃 喝 游

购 娱 需 求 。 村 里 组 织 大

巴车上门迎接客人，多数

农 家 乐 一 天 吃 住 一 两 百

元 ，服 务 到 位 ，价 格 实

惠 。 为 了 让 游 客 住 下 来 、愿 消 费 ，村 里 建 起 了 城 市 书

吧、音乐广场、健身中心、非遗工坊、特色集市等多种业

态。不仅如此，村里还主动对接附近景区，以优惠价门

票把游客引流到景区游玩。很多游客来后体验良好，

不光自己多次来玩，还介绍亲友来旅游，顾渚村的乡村

旅游生意兴隆。

跳出顾渚看全国。经过多年发展，一些地方的乡村

旅游发展进入“瓶颈期”。比如，同质化竞争激烈，不少乡

村只有周末和节假日才有生意，“旺季太短，淡季太淡”。

业态单一，“难留游客住一晚”。如何破解发展困境？顾

渚村的实践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

发展乡村旅游要精准定位市场。虽然“来的都是

客 ”，但 目 标 客 户 群 定 位 不 清 晰 ，什 么 生 意 都 做 ，结 果

往 往 是 特 色 不 足 ，吸 引 力 不 够 。 相 反 ，像 顾 渚 村 这 样

因 地 制 宜 ，精 准 定 位 目 标 客 户 ，围 绕 这 些 客 户 把 全 链

条 服 务 做 到 位 ，反 而 更 能 在 激 烈 竞 争 中 脱 颖 而 出 ，游

客 盈 门 。 举 个 例 子 ，如 果 村 庄 靠 近 知 名 景 点 ，想 办 法

通 过 特 色 美 食 、田 园 风 光 、农 事 体 验 等 把 来 景 点 的 游

客引流到村里，这样乡村旅游生意火爆的概率相对就

会比较高。

确定目标客户群后，乡村旅游要针对性做好服务，

满 足 好 目 标 客 户 群 的 需 求 ，同 时 激 发 他 们 的 新 需 求 。

今 年 的 旅 游 业 出 现 了 一 个 新 趋 势 ：生 态 环 境 良 好 、交

通便利的县城，成为很多人的旅游目的地。背后的逻

辑 ，就 是 这 些 地 方 没 有 热 门 景 区 的 人 满 为 患 ，又 能 较

好满足很多人放松身心、抚慰乡愁的需求。顺着这个

逻 辑 ，乡 村 旅 游 想 吸 引 更 多 城 里 人 ，就 要 琢 磨 如 何 让

游 客 告 别 城 市 生 活 的 喧 嚣 与 压 力 ，在 村 里 慢 下 来 、静

下来、住下来。通过改善和修建无线网络、咖啡厅、健

身 房 等 设 施 ，让 游 客 在 亲 近 自 然 、深 度 体 验 田 园 生 活

的 同 时 也 能 继 续 享 受 城 市 现 代 文 明 带 来 的 便 利 。 再

进一步，乡村旅游还可以通过发展非遗纪念品制作等

新 业 态 ，创 设 萤 火 虫 晚 会 等 新 场 景 ，吸 引 更 多 人 前 来

体验新消费。

乡村旅游方兴未艾，发展前景广阔。结合实际，学

习借鉴先进典型，乡村旅游定能“花开满园”，实现高质

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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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驻村工作队更好发挥作用，今年以来，河北省

滦平县实施“3+1+N”帮扶力量强化模式，落实片区交流

互促、部门联席互商、乡镇交叉互查等机制，及时了解驻

村干部诉求，掌握思想动态，纾解心理压力，指导帮扶举

措，实现了帮扶举措共商、难题共解、发展共谋，为推动乡

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新动能。

“在学院党委支持下，我们投入 10 万余元帮助改造

翻新村党群服务中心，捐赠价值 14.5 万元的暖气片……”

在滦平县驻村工作座谈会上，河北旅游职业学院驻滦平

县虎什哈镇西北沟村第一书记安福龙介绍。

滦平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孙永生表示，通过开展“职

能部门下基层”“党建共建助帮扶”等活动，凝聚了帮扶合

力，提振了工作士气，促进了选派驻村干部下得去、融得

进、干得好。

河北滦平县

凝聚合力促振兴
白新营 张志锋

■话说新农村话说新农村R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的决定》提出，“构建多元化
食物供给体系，培育乡村新产
业新业态”。

解决吃饭问题，不能光盯
着有限的耕地，要把思路打
开，树立大食物观。各地树立
和践行大食物观，在全方位、
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等方面
进行了不少有益探索。如何
进一步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提升食物来源的可持
续获取能力？如何突破资源
环境禀赋制约，增强农业可持
续发展能力？围绕这些问题，
记者进行了采访。

核心阅读

夏日，广西壮 族 自 治 区 防城港市辽阔的

海面上，深海网箱和蚝排星罗棋布。

北 部 湾 海 域 气 候 适 宜 、光 照 充 足 ，能 够

开 展 水 产 养 殖 的 时 间 长 。 近 年 来 ，广 西 完

整 准 确 全 面 贯 彻 新 发 展 理 念 ，保 障 水 产 品

有 效 供 给 ，促 进 农 民 增 收 ，推 进 渔 业 优 质 高

效 发 展 。 在 全 产 业 链 融 合 发 展 中 ，“蓝 色 粮

仓 ”建 设 取 得 新 进 展 。 2023 年 ，广 西 水 产 品

总产量达 377 万吨。

在防城港东湾，记者看到一个个庞大的

镂 空 水 泥 模 块 整 齐 地 堆 放 在 海 岸 边 。“这 是

用于渔业资源生态补偿的人工鱼礁，我们准

备 把 它 们 投 放 到 海 洋 牧 场 示 范 区 里 。”广 西

北 部 湾 港 防 城 港 码 头 有 限 公 司 项 目 主 管 宋

振彪说。

据了解，人工鱼礁建设既是保护、增殖海

洋渔业资源的重要手段，也是改善、修复海洋

生态环境的一项基础工程。人工鱼礁投到海

里后，会长满大型藻类，藻类吸收海水中的氮、

磷等，可以净化海水水质。人工鱼礁的表面还

能形成极佳的饵料场，成为鱼类避敌、栖息和

繁育的好地方。

据悉，广西累计投入资金 2.26 亿元，建设

了 4 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建造及投放人

工鱼礁 6000 多个，有效促进海洋生态良好循

环发展。

在 广 西 沿 海 ，渔 业 设 施 养 殖 较 为 普 及 。

东 兴 市 庆 丰 设 施 渔 业 产 业 示 范 区 就 是 一 个

大 型 设 施 养 殖 体 。 示 范 区 负 责 人 冯 文 武 介

绍 ，设 施 养 殖 是 一 种 集 约 化 、标 准 化 的 现 代

渔业生产方式，通过设施建设提高养殖空间

和水资源等利用效率，同时借助现代物联网

技 术 ，进 行 水 温 水 质 控 制 、精 准 投 喂 等 智 能

化管理。

推 动 设 施 养 殖 离 不 开 科 技 支 持 。 广西

深入实施水产绿色健康养殖技术五大行动，

持续在海洋牧场示范区及周边海域放流各类

海洋水生生物苗种，与高校和科研院所合作，

建设教授工作站，共同构建科学经营的新模

式、新技术示范基地。

“渔业+”融合发展迸发新活力。每逢节

假日，防城港市沿海的涂海艺术村、白浪滩、金

滩、白沙湾等热门旅游点都是游人如织，附近

村庄的民宿一房难求。

不只在防城港，广西各地积极打造以渔文

化为主题的渔旅融合升级版，休闲垂钓、渔事

体验、民宿美食和科普教育等，让越来越多渔

民吃上“旅游饭”。“三江稻田鲤鱼”“防城港金

鲳鱼”等一批“桂字号”品牌，也成为助力渔民

增收的新引擎。据统计，2023 年，广西渔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达 22899 元。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副厅长潘展

东介绍，下一步，广西将发挥海洋资源丰富的

优势，围绕水产种业培育、海产品精深加工、装

备渔业、休闲渔业等，推动海洋渔业全产业链

融合发展。

广西促进海洋渔业全产业链融合发展

筑牢“蓝色粮仓” 助力农民增收
本报记者 庞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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