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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赋能农业生产，各项技术大
显身手；种养循环擦亮生态“底色”，
变废为肥；农场功能深度拓展，农旅
研学感受“诗与远方”……放眼广袤
田野，我国生态农场建设方兴未艾，
出现了一批现代技术与生态技术密切
结合、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同时体现
的生态农场。在一次次积极探索和创
新尝试中，众多生态农场带来高品质
生活好前景，助推了乡村振兴。

那么，什么是生态农场？农业农
村部办公厅2022年印发的《推进生态
农场建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 指出：“生态农场是依据生
态学原理，遵循整体、协调、循环、
再生、多样原则，通过整体设计和合
理建设，获得最大可持续产量，同时
实现资源匹配、环境友好、食品安全
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农业农村部
办公厅在这份 《意见》 中明确，到
2025年，通过科学评价、跟踪监测和
指导服务，在全国建设1000家国家级
生态农场，带动各省建设10000家地
方生态农场。

科技赋能，在“屋里”就能
掌控“地里”

齐鲁大地，春管正忙。近日，在
山东理工大学兰玉彬教授团队带领淄博
禾丰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建设的生态
无人农场里，智能自走式喷灌机正在进
行灌溉作业，水雾洒在嫩绿的麦苗上，
喝足了水的麦田显出勃勃生机。

“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小麦的‘变
量’浇水施肥。无人机能够清晰地探
测出各个地块的水肥情况，农场指挥
中心智能云平台及时分析出科学的水
肥管理方案，墒情传感器依照数据

‘按需施水’，农作物的生长监测尽在
掌握。”禾丰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朱俊科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通过指挥无人农机进行耕、种、管、
收等全程无人机械化、规模化作业，
避免了过去大水、大肥、大药对生态
环境造成的破坏，能实现更高效、更
低成本、更健康环保的产出。

作为山东理工大学“生态无人农
场”智慧农业基地，生态农场率先用上
了兰玉彬团队开发的“生态无人农场云
端大脑系统”，运用卫星遥感、大数
据、5G等先进技术进行全方位信息采
集和处理，灌溉、施肥、用药均是无人
农机自动作业，智能化设备的参与让人
们在“屋里”就能掌控“地里”。

“在空中，我们租用了高分一号卫
星获取各种农田遥感信息，并利用无人
机搭载高光谱、多光谱分析仪，对农作
物的长势情况实时监控；地面上，无人
值守气象站实时监测空气温湿度、光照
度、降水量等信息；在地下，布设了多
个智能土壤墒情传感器，可以随时了
解墒情及土壤成分……通过天、空、
地一体化获取农情信息，采用智能农
业机器人和农业装备等协同作业，我
们能进行生态农场的精准化生产、可
视化管理、智能化决策。”朱俊科说。

生态农场的现代化不只体现在智
能化设备的使用上，先进的农业生态
技术也展现着十足的“科技范”。

走进中农富通园艺有限公司在北京
市通州区打造的国际都市农业科技园，
无土栽培种植区、蔬菜立体栽培区、设
施果树区、葡萄避雨栽培区等示范区逐
个出现，处处体现着科技的魅力。

“这是采用嫁接技术移植到这里
的进口品种‘芭蕾苹果’，再过些
天，这条主道上就会铺满玫红色的花
瓣。”国际都市农业科技园副总经理
甄卞告诉我们，“园区种植的果树基
本都是采用密植栽培，结果后无需人
工采摘，用机械就能收获。”

在水培工厂中，芹菜、油菜郁郁
葱葱，水培装置里的涓涓细流通过循环
系统，在水池与管槽间流转。甄卞介
绍，科技园的蔬菜引入了虹吸式、潮汐
式、立体式等多种水培方式进行种植，
蔬菜的养分供应更加充足及时。

进入日光温室，樱桃花正悄然绽
放。中农富通园艺有限公司创研院副总
经理马磊说：“这些都是设施矮化樱桃
树。为了保证栽培成功，樱桃苗木的繁
育采用了控根容器栽培技术。此外，还
利用嫁接技术将树体矮化。种在温室
里，既解决了樱桃怕风、怕寒等难题，
又保障了樱桃的品质和产量。”

“除了无土栽培等生态技术外，我
们科技园还有着‘独门秘方’——废弃
物植物残体耦合、食用菌循环农业、鱼
菜共生三大特色技术，真正将园区看作
一套生态系统。”马磊自豪地说，“以鱼
菜共生技术为例，我们将高密度循环水
养殖系统与无水栽培系统相融合，利用
养殖产生的有机物质作为营养源，经植
物吸收及净化之后的养殖尾水循环利

用，能达到‘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
肥’的效果。在这里，凋落的植物根
茎、果树枝条都能通过农业技术利用起
来，实现生态反哺。”

插上科技的翅膀，在越来越多
的生态农场里，农业生产变得更加
高效科学。在江苏省盐城市步凤镇
银宝集团农场，田头安装了农田智
能相机，以每小时为间隔传送作物
生长实况；在福建省三明市建宁县
上黎生态牧场，应用了智能繁育管
理系统，为奶牛提供受孕检测、病
情诊疗多重服务……智慧农机、生
态技术在农业领域大显身手，科技正
书写着现代农业的新篇章。

变废为宝，串起生态种养
“循环链”

“快看，那是白鹭！”近日，在上
海市奉贤区庄行镇，游客苏女士兴奋

地掏出手机，按下了快门。笔者顺着
苏女士手指的方向看过去，一行白鹭
从平坦的稻田中一跃而起，洁白的翅
羽在空中不停挥动，渐渐消失在兔场
路的尽头。

“白鹭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上海
腾达兔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顾其红向
笔者介绍，“自从我们开始种水稻，
它们就一直栖息在这里。说到底，还
是源自‘兔粪’的缘分。”

腾达兔业靠养兔子起家，多年来
形成了较大的养殖规模。直至现在，
养兔仍然是合作社的主业。“兔场每
天都产生大量兔粪，时间久了难免产
生异味。与其建设各种装置处理兔
粪，为什么不能变废为宝，把它们作
为有机肥的原料呢？”

就这样，顾其红夫妇俩在兔舍旁
边打造了两个发酵大棚，养殖场内的
兔粪自动收集输送到这里，投放入菌
种后再进行灭菌、发酵处理，变成优
质肥料用于滋养水稻田。

“水稻收割后的秸秆也能派上大

用场。除了秸秆还田，我们还将秸秆
揉碎、打捆，制成颗粒饲料喂养兔
子，促进兔子营养的吸收。我们还用
秸秆给兔子垫窝，这样兔子也会感到
更暖和。”顾其红说。

由于养兔规模太大，生产的兔粪
有机肥很快超过了水稻种植的用量，顾
其红有了新想法——种植蔬菜。合作社
新建了18000平方米的玻璃温室，在兔
粪有机肥里养殖红蚯蚓，温室里的生
菜、鸡毛菜等蔬菜也采用有机肥直接种
植。“现在，农场里几乎没有废料，真
正做到了物尽其用。”顾其红说。

相似的场景也出现在湖北。与腾达
农场不同的是，一秀家庭农场的良好生
态来自一场“稻田养虾”的探索实践。

天色微明，云雾升腾在小山间。
近日，在湖北省武穴市，一秀家庭农
场主人钟吸秀踩着楼梯登上玻璃观鸟
台。举起望远镜，一片浅水滩涂出现
在镜头中。宽阔的水面上，布满星星
点点的白。

“那就是白天鹅！”钟吸秀说，

“环境优美、食物充足，生态种养让
水稻田成了‘天鹅湖’。别只盯着天
鹅，在你看不见的地方，还藏着鱼、
蚯蚓、小龙虾、各种水草……”

难以想象，这片生态田，曾是土
壤板结的低洼地。为了改良土壤，钟
吸秀夫妻俩先是尝试生物肥，又开始
在稻田里养鱼，“鱼吃田间杂草，游
动起来相当于松土，留下的粪便给水
稻施肥。”

后来，钟吸秀得知，江苏盱眙正
推广“稻田养虾”，不但经济效益可
观，而且能修复土壤。她跑到盱眙学
养小龙虾，准备大干一场。可因为经
验不足，第一年养虾没回本不说，还
亏了不少。

一场雨后，一只虎纹蛙吸引了
钟吸秀的注意。虎纹蛙是国家级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对生态环境要求
高。钟吸秀突然明白，通过减药减
肥、建立平衡的生态循环，土质已
经有了明显改善。她决定将“稻田
养虾”坚持下去。

三年后，小龙虾养殖大获成功。
钟吸秀和丈夫惊喜地发现，棕黄的土
地竟有一部分开始变黑。经过休养生
息，土壤中腐殖质的含量越来越多。

尝到生态种养模式的甜头，钟吸
秀总结经验，摸索出“虾稻连作、藕
虾共育”模式。由于虾稻连作，一秀
农场四季有水。天鹅驻留的核心区域
三面环山，是一处天然避风港。得天
独厚的自然优势，加上良好的稻田生
态，引得候鸟纷至沓来。

如今，让农业种养回归生态属
性，已成为我国生态农场绿色发展的
共识。在湖南省益阳市，东胜村生态
农场将水稻种植、小龙虾养殖同步进
行，实现“一地两用、一水两收”；
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弥渡县号
召农户使用处理过的猪粪为果树施
肥，原来人人嗤鼻的“污染源”变成
了广受欢迎的“营养源”；在河北省
衡水市阜城县，张家桥桃种植农民专
业合作社形成了“秸秆回收喂养肉
牛、牛粪发酵成有机肥、有机肥种植
冬桃树”的种养循环链，走上了生态
优先的产业发展之路……通过种养循
环，农业的废弃物实现了废料“生
金”，生态农场也在创新实践中守护
了自然生态。

功能延伸，农场变身研学课堂

随着经济发展、居民收入提高和
科技进步，消费者对高质量农产品的
期待也与日俱增。打出“生态牌”的
农产品，更受都市消费者青睐。

家住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的赵女
士，家中阳台上摆满了十多种盆栽蔬
菜，绿油油的生菜、红彤彤的西红柿
等有个新奇的名字：活体蔬菜。“主
要是吃个新鲜，随吃随取，安全上也
比较放心。”赵女士说。

赵女士购买的活体蔬菜，产自
北京市密云区十里堡镇河槽村的绿
火生态农场。每一盆活体蔬菜，都
是生态种植理念的微观体现。“不同
于传统种植的蔬菜，活体蔬菜的存
活期长，具有一定的观赏功能，配
送到居民家中后，摆放在菜架上，
用灯光代替阳光补光、浇水由定时
装置自动进行，市民吃完菜后生态
农场还会回收种植盆和基质以实现
可持续利用，体现了环保理念。”绿
火生态农场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已
开设 4 家社区专营店，在菜市口、
和平里、崇文门新世界、东单菜市
场等地销售火热。

为了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求，生态
农场的功能不再局限于“餐桌”供给，
更是延伸到了“诗和远方”。近年来，生
态农场不断探索寓教于乐新方式，成了
休闲娱乐、农耕研学的“香饽饽”。

阳光洒落在浙江省宁波市龙观乡
向阳舍慢生活农场的“芳愈百草园”
里，小径沿途的香水百合、亚菊、狐
尾天门冬等各类芳香和草本植物的幼
苗长势喜人；白条绿花金龟、中国大
锹等在观测站饲养箱内栖息成长，呈
现灵动的微观世界。向阳舍农场通过

“微改造、精提升”，将生态农场的价
值融入体验式教育，走出了一条适合
自身的研学发展模式。

据工作人员介绍，百草园内共种
植近 30 种植物，除薄荷、亚菊等常
见药材类植物，还包括浙贝母、玄
参、麦冬等颇有名气的“浙八味”中
药材。昆虫观测站内配备了专业昆虫
饲养箱，可精准控制不同昆虫所适宜
生长的温度及湿度等。目前共模拟了
8种昆虫的生态环境，让市民朋友观
察并了解这些昆虫的全生长周期。

“逛百草园，可以让孩子们感受
植物迷人的芳香和神奇的药用价值，
观 测 昆 虫 生 态 ， 帮 助 他 们 感 知 世
界。”该农场负责人说，“我们希望通
过打造以生物多样性为主题的动植物
科普基地和研学花园，让更多人不仅
在游玩学习中了解生物多样性，也树
立保护自然、爱护环境的观念。”

好生态带来高品质生活的好前
景，生态农场的多元价值日益凸显。
在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诚丰生态庄
园挖掘茶园特色，游客们品好茶、吃
药膳的同时还能了解茶叶文化，做一
次“大自然的学生”；在海南省海口
市新坡镇，蘑法生态农场开设自然食
育课堂、农事体验等功能区，让市民
们探索各类菌菇的奥秘，体悟农耕文
化；在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正义园
艺科普教育基地开设生态循环讲座、
无土栽培课堂，为大家讲述生态故
事，兼顾知识与趣味……生态农场功
能的拓展，让越来越多的人亲近农
业、爱上农业。

在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研究员邹国
元看来，建设生态农场突破了过去就
项目做项目的传统思路，以农场主为
主体，以农场为实施单元，责任明
确、边界清楚，经济、生态和社会效
益相统一，能更好地调动大家的积极
性，贯彻“整体、协调、循环、再生
和多样”指导思想，优化农业生态系
统结构，集成各种技术，为发展现代
生态农业做出有益探索。

瞄准新科技 打好“绿色牌”

生态农场带来高品质生活好前景
叶晓楠 王圣婴

图①： 2月20日，在山东省曹县五里
墩村，村民在生态农场里工作。

新华社记者 徐速绘摄

图②：山东理工大学兰玉彬教授团队与
淄博禾丰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发的生态
无人农场。

王十周摄

图③：上海腾达兔业专业合作社使用兔
粪有机肥种植的新鲜蔬菜。

顾其红摄

图④：在北京国际都市农业科技园主道
两旁，生态农场作物“芭蕾苹果”长势喜人。

甄 卞摄

①①①

②② ③③③

④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