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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笔订单出货，16吨。
6 月 24 日，这批可以定制味道、

定制克重、没有农药残留的优质番
茄，从位于山东省德州市天衢新区的
德州财金智慧农业产业园发货，销往
京津冀等地。

近年来，山东省德州市大力发展
智慧农业，推进种植业数字化，依托
现代信息技术，对耕、种、管、收全
过程进行数字化改造。这让当地种植
出的番茄更美味、更健康，广受消费
者喜爱。

定制口感

穿上白大褂、穿过风淋室，笔者
走进德州财金智慧农业产业园的智慧
温室。这里有 30 多万株不同品种的
番茄，在占地505亩的玻璃温室内茁
壮成长。

“这些番茄每株的果实大小、味
道都不一样，实现了个性化定制种
植。”德州财金智慧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薛林向笔者举例说：“通
过销售商的大数据统计，我们发现长
三角地区的消费者最喜欢口味有点酸
头的番茄，每次的购买量大约为 600
克。于是我们就把每颗番茄的重量控
制在150克左右，为当地的销售商专
门提供一盒包装好4个的番茄，满足
消费者的需求。”

农作物不是工厂里生产的标准零
件，如何才能保证定制成功？

这就需要两个核心技术：一是环
境控制系统，实现对番茄生长过程数
据的实时精准监测；另一个是水肥一
体化系统，执行相应的指令，来控制
番茄的大小、酸度、糖度，实现品质
均一。

“我们的温室里，布设了 685 个
传感器，1700 多个控制器。工作人
员每天通过观察番茄的生长情况，可
以随时控制温度、湿度、光照等各种
条件，设置温、光、水、气、肥的最
优配比，为番茄营造出最佳的生长环
境。”薛林说。

比如番茄内糖分的形成，关键在
于水肥和光照。所以，每天太阳升
起，智慧温室的辐照传感器便开始了

追踪。当累积光照达到每平方厘米
100 焦时，灌溉系统会自动触发，3
分钟之内对所有的植株浇灌100毫升

营养液。
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则关乎着

植物的产量。在智慧温室，风速、风

向传感器会感知风的力度和方向，从
而调整天窗变动角度，令内外空气定
时定量混合。

温度的变化决定了果实的发育进
程。临近中午，温度升高，湿度下
降，智慧温室里的气象盒子传感器会
接收信号，控制遮阳幕布合拢，高
压 喷 雾 洒 水 ， 增 加 湿 度 。 到 了 夜
间，地热风管机会启动，保证环境
始终温暖。

薛林说：“有了物联网、大数
据、自动化控制等一系列技术的应
用，智慧温室里种植的番茄产量能达
到普通温室的 3至 4倍，口感也能实
现‘五分甜一分酸’这样一个最受消
费者喜爱的糖酸比。”

销路更广

智慧温室种出来的番茄不仅味道
好，而且更健康。

薛林说：“为减少农药使用，智
慧温室内环境采用的是物理防治。
比如天窗附带防虫网，预防粉虱进
入 温 室 ， 温 室 内 配 备 黄 带 、 黄 蓝
板、诱捕器等进行防治害虫，以确
保番茄无农药残留。另外，我们还
使用了熊蜂授粉，改变传统农业激
素授粉的方式，提高番茄坐果率、
单果质量和单株产量，降低畸形果
率，实现了产品零激素。”

如此优质的番茄销路自然越来
越广。

除 了 销 往 京 津 冀 、 长 三 角 等
地，德州财金智慧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还获得了供港澳蔬菜种植基地认
证、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
基地 （第十二批） 认定等，让来自
德州的番茄，走上了粤港澳大湾区百
姓的餐桌。

每批番茄在发货前，还会进行一
系列检测。在产品的包装上，都贴有
二维码，扫一扫便能得知产品批次、
物流信息、检验报告等，让消费者吃
得更放心。

智慧农业的发展也带动了更多农
民致富。

据悉，德州财金智慧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现有员工150余人，其中在智
慧温室负责养护和进行包装的100多
名工人，基本是附近的村民。

今年 47 岁的夏书艳是温室里的

植保员。她告诉笔者，自己现在每
个月工资 6000 多元，比过去在家种
地提高了不少。其他工人的工资也
差 不 多 ， 有 的 熟 练 工 每 月 能 拿 到
8000多元。

在智慧温室工作中学到的农业
知识，还大大提升了农民的生产技
能和专业水平。夏书艳在自家的土
棚中也栽种了番茄，并将在公司学
习到的植保知识带到了家中。“现在
我家种的番茄产量也不错，每次带
到集市上卖，可多人抢着买呢！”夏
书艳说。

点“数”成“金”

今年 1 月，财政部制定印发的
《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
定》正式施行，数据资产可以计入财
务报表。这也为德州智慧农业的发展
带来新机遇。

“智慧温室每天能够产生数据
2000 余万条，这些数据上传保存在
云端。海量的数据中，蕴含了番茄的
高产‘密码’，所以这些数据已形成
较大的无形资产。”薛林介绍，今年
4月25日，该公司的“玻璃温室番茄
生产数据集”数据资产完成入表工
作，资产规模为1个数据表、64万余
条数据。这也是全国农业领域首例数
据入表。

数据入表，让数据可确权、可流
通、可交易。

“企业各项数据要素经过权威
机构的分析、评估后确认其价值，
在资产管理部门进行登记确权后，
就 变 成 了 可 以 用 来质押的资产。”
青岛银行德州科技支行负责人张欣
介 绍 ， 在 对 德 州 财 金 智 慧 农 业 科
技有限公司数据 资 产 进 行 分 析 和
评 估 后，以此数据资产为质押物，
给 该 公 司 授 信 3000 万 元 。 6 月 20
日，授信 3000 万元额度质押贷款已
全部拨付到位。

数据入表后，除了贷款，还可以
对外出售使用权。

6月24日，山东数据交易德州平
台上线。通过该平台，德州财金智慧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数据产品交易“变
现”50 万元。购买方青岛中科贝尔
机器人有限公司，将以这些数据为基
础形成人工智能算法训练数据，用于
环境控制系统、水肥系统等智慧农业
自动控制系统的研发。

“可以说，现在我们已实现了点
‘数’成‘金’。在种番茄的同时也种
数 据 ， 进 一 步 推 动 新 质 生 产 力 发
展。”薛林说。

让一颗番茄“五分甜一分酸”
李 贞 王志强

“这个‘您有事我帮办’群众诉求征集平台真有
用，反映问题后，很快就有工作人员帮我解决了房
产证办理的难题。”家住黑龙江省绥化市青冈县悦城
小区的居民阚成龙满意地说。

近年来，青冈县坚持以数字化带动党建工作破
题，充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平台等数字技术，不
断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以“您有事我帮办”群众诉求征集平台为例，
该平台探索构建“群众出题、平台派单、分级办
理、部门督办、反馈评价”的管理机制。

“群众通过填写姓名、联系方式、具体诉求、反
馈部门等信息，将诉求直接反馈至平台。我们根据
诉求事项，以转办单的形式，反馈给相关部门，部
门在接到转办单之后，立即安排专人与群众取得联
系，解决群众诉求，结束后通过回复单形式，将办
理结果反馈，形成工作闭环。截至目前，我们通过
平台办理群众合理诉求 185件。”平台工作人员许振
阳说。

青冈县还创建了线上“清风驿站”平台，并将
其改版嵌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主管的基层小微权力

“监督一点通”平台之中融合推广应用，城乡居民
可通过手机扫取平台二维码，自由查看获取低
保、五保等 50 余项日常办事流程和党务、政务、
财务公开情况，发现问题可直接投诉或举报，形
成了基层监督的“最小细胞单元”。青冈县兴华镇
双兴村党总支书记王金才介绍，截至目前，平台公
开各类“小微权力”10大类3957个具体事项，受理
群众举报67次。

青冈县充分运用数字技术的信息实时性，以构
建即时预警、即时纠错、即时反馈的监督闭环为目
标，创建廉情监督员“随手拍”平台，村级廉情监
督员对日常工作中发现的问题线索通过手机拍照的
方式一键直接上传至县纪委监委“大数据”监督中心，
由专人进行研判、处置，打通村级监督“末梢”。截至目
前，廉情监督员共上报问题 1180条，解决影响群众生
产生活问题322条，形成问题线索21条。

在网格化管理方面，青冈县推动“社会治理云
平台”运用。目前，平台录入基础人口信息 22.6 万
条，收集各类信息 1.49 万条，实现网格直观呈现、
实时查询，为精准管理提供数据支撑。把公安、民
政、城管、信访、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应急管理
等 11个职能部门工作全部整合到平台上，网格员通
过“绥心办”App 将网格中需解决事项实时上报至
综治中心“社会治理云平台”，综治中心负责及时交
办、督促相关部门落实，确保问题闭环解决。平台
开发以来，累计为群众办理各类事项 4967件，化解
矛盾纠纷224起，闭环办结率达99.7%。

“平台开发后，基本实现了各部门由单打独斗向
联动联调转变，大大提高了基层治理效能，群众满
意度明显提高了。”综治中心主任沈智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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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浙江省东阳市南马镇南新村党组织探
索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新路径，推动直播创客基地和
电商服务基地建设。如今，村民通过电商平台销售
红木家具，生意越做越红火，收入大幅提升。预计
今年该村集体经济收入将达到 1400万元，实现村民
收入增长 10%。图为南新村村民在直播间介绍红木
产品。 徐祯圳摄

电商直播
让村民富起来

旋耕、浇水、播种、管护……在山东省
菏泽市曹县孙老家镇关帝庙村一处高标准农
田里，机声隆隆，水花四溅，村民们在抢抓
农时播种玉米、大豆等秋作物，为已播种上
的秋作物浇水施肥，抗旱保苗。

“这茬‘及时水’浇下去，过两天玉米出
苗会又齐又好，只要后期管护到位，玉米稳
产不成问题。”关帝庙村村民李长生说。

正值“三夏”关键期，我国北方地区出现持
续高温和干旱，对农业生产带来不利影响。记
者近日深入山东多个全国产粮大县发现，农业
用水在“开源”同时更加注重“节流”，越来越多
新型智能灌溉设备投入应用，服务抗旱保苗。

走进位于菏泽市郓城县郭屯镇丁官屯村
的农业智慧灌溉示范基地，一株株玉米苗长
势良好。种粮大户盛学运介绍说，新安装的

“水肥一体化”智能灌溉设备通过800多个可
伸缩喷灌头，覆盖200亩农田，“只需操作农
田边的控制开关，便可以实现自动化施肥、
打药、喷灌”。

先进技术的应用有效提升灌溉效率。“在

固定式喷灌系统的帮助下，不到 3 天的时
间，2000多亩地就都浇了一遍水。”山东省济
宁市兖州区新兖镇牛楼村小草房农场主赵新
成告诉记者，他现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手机
App远程控制灌溉、施肥，省时省工还节水。

为适应规模化经营和现代农业的发展需
要，兖州区在全面实现管道节水灌溉的基础
上，探索升级版高效节水灌溉，已形成指针
式喷灌、立杆式喷灌、卷盘行架式移动喷灌
3 种成熟的智能“水肥一体化”高效节水灌
溉模式，实现了精准灌溉、精准施肥，提高
了水肥利用率和农田灌溉智能化水平。

兖州区农业综合开发服务中心副主任张
秀川介绍，升级版智能“水肥一体化”高效
节水灌溉，相比“PVC 管道+窄短畦”的灌
溉模式，可实现节水 50%、省工 70%以上；
相比土渠输水、大水漫灌灌溉模式，可实现
节水70%、省工90%以上。

灌溉设备提档升级，取水设备也有“智
慧范”。记者在兖州区农业部门的实时监控系
统上看到，168 个村的地下水位和 3243 眼农

用机井运行情况一目了然，每一眼井是否能
够正常运行，开机时间、用电量、出水量等
信息都能够实时查看，为工程运行管护、用
水计量、指导农业生产提供了真实详细的基
础性数据，有效保障农田灌溉顺利进行。

为降低旱情损失，山东多地及时开展抗旱
技术指导。曹县农业农村局组织成立了6个技
术指导小组，巡回全县26个镇街田间定旱情、
看墒情、查苗情，指导农民增墒、造墒。

“建议先播种玉米后浇‘蒙头’水，要及
早少量浇水，大水漫灌不利于作物‘一播全
苗’……”每到一处农田，曹县农业农村局技
术员徐树军都对种植户反复叮嘱有关秋季作
物种植管理的技术要点，发放“玉米大面积
单产提升技术要点”“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技术要点”等宣传资料，为农民种足管好秋
粮提供技术指导。

面对不可控的天气，不仅要算“用水
账”，还要算“节水账”。据山东省农业农村
厅介绍，山东将加强农业生产督导帮包，继
续组织省市县乡专家和技术人员进村入户到
田，开展技术指导服务，并充分发挥渠、
井、站、塘等农田水利设施调节作用，利用
喷灌、滴灌等技术，及时增墒补墒。

（据新华社电 记者王 阳）

产粮大县“智慧”节水助抗旱产粮大县“智慧”节水助抗旱

◀工人在采摘番茄。
▼技术人员在智慧温室内

查看番茄长势。
王志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