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棚草莓套种水果玉

米是一种高效的栽培模

式。近年来，北京市海淀区

农业科学研究所、中国农科

院等单位，示范、推广了一

项高产、高效的栽培技术

——“草莓大棚套种鲜食玉

米”，在全国各地草莓产区

深受好评，被广泛关注。

据了解，该技术在草莓

生长中后期播入玉米，待玉
米长到一定高度后，除去草
莓植株。青年玉米可以为
草莓生长起到遮阴降温的
作用，更有利于草莓的生长，
延长草莓采摘时间；而草莓
栽种过程中土壤残存的肥
料也可以由玉米吸收，提高
肥料利用率，减少过量化肥
对环境造成的污染。最后

采摘后的玉米杆可以直接
粉碎地里，用于草莓土壤消
毒、改良土壤，增加土壤有机
质。二者套种，充分利用日
光温室内有限的光照、空间、
土地和热量等资源，投入少
产出多，增产增收效益显著。

北京种业协会副理事

长兼秘书长屈平介绍，技术

以草莓为主栽品种，套种鲜

食玉米，温室草莓3月以后

每个月产量递减，套种鲜食

玉米以后可以给草莓增产

50公斤左右。一亩地一个

棚可以套种鲜食玉米800-

1200株，采摘价格可以达

到每穗5-10元，海淀区试

验证明每亩可增收5000-

10000元，同时草莓可增产

约50公斤。 （喻珺）

草莓套种玉米 每亩增收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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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辣椒，通常要经除柄、摘

帽后才能制成加工产品。过

去，这些步骤均需人工完成，费

时费力、效率极低。如今，只需

将干辣椒放进机器，就能实现

自动除柄、摘帽。

发明这两种机器、实现这

两种技术全球首创的人叫李志

敏，山东省胶州市胶莱街道南

王珠村村民，现为青岛璐璐机

械设备有限公司（下称“璐璐机

械”）董事长，他发明的辣椒除

柄机，全球市场占有率高达

95%，辣椒摘帽机的订单则已排

到了两年后。

辣椒摘帽机订单排到2024年

胶州，中国最大的辣椒集

散地，辣椒初加工产品出口量

占到全国八成。作为辣椒

产品的“中转站”，胶州接

收大量外运而来的辣椒，经过

加工后通过港口出口海外。

出口过程中，一些国家需

要只除柄的干辣椒，有的国家

需要将辣椒帽（辣椒头上的盖

状物，由花萼发育而来）全部摘

除的干辣椒。目前，干辣椒除

柄技术已经较为成熟，而作为

“升级版”的辣椒摘帽机市场还

是空白。

7月6日，在璐璐机械的厂

房内，笔者见到了辣椒摘帽机

的样机。这台机器的主要部件

是中空结构的料筒，其一端连

接第一动力装置，筒壁上开设

多个摘帽通孔，料筒外侧有多

个摘帽辊（机器上能转动的圆

柱形机件），可实现辣椒摘帽。

“这台辣椒摘帽机，由10人

科研团队、历时3年研发成功。”

作为主要发明人的李志敏介

绍，每小时可处理600公斤辣

椒，脱净率约95%，1吨辣椒出

成率在0.9吨左右，这些数据都

远超他的预期。

“按照年生产 300 台的产

能，目前的订单也要排到两年

后了。”李志敏说，像印度、西班

牙这样的辣椒生产、出口大国，

都急需这样的自动化机械。

辣椒农机卖到全球市场

研发成功的辣椒除柄机，

符合“把柄部位残留在2毫米以

内”的出口要求，剪切成功率超

过80%，每小时除柄100公斤，

即1小时能完成两个工人一整

天的工作量。

2015年，李志敏创办璐璐

机械，并将除柄机的视频发布

到网上，一时轰动农机圈，国内

国际订单如雪花般飘来，产品

卖到了印度、巴基斯坦、缅甸、

越南等地。

李志敏还把目光投向了

更远的欧洲，准备以

匈牙利为“跳板”，把中国的辣

椒机械输送到欧洲国家。

“最新一代除柄机增加了

全品种识别筛选功能，可实现

辣椒弯柄挑选、去石、清洗、除

柄等，剪切成功率达98%，产能

每小时500公斤。”李志敏说，该

机器已经获得1项国家发明专

利、7项实用新型专利。

在辣椒除柄机的基础上，

璐璐机械又与青岛农业大学、

山东农业大学共同组建技术团

队，攻克了传动电控等20项技

术难题，研制出世界第一台辣

椒摘帽机，虽然目前还没有量

产，但许多客户已经迫不及待

下单。

去年，璐璐机械的年销售

额突破8000万元。而在辣椒

摘帽机量产之后，李志敏预计

未来年销售额能达到两三亿

元。 （孙甲 刘伟）

夏季，各种时令水果集

中上市，四川省南充市高坪

区中法农业科技园生态农

业区智能温室大棚里的小

番茄长势喜人。日前，走进

该智能温室大棚，一串串大

小均匀、色泽鲜亮的小番茄

映入眼帘，成熟的果实在绿

叶的掩映下，如红宝石般缀

满枝头。

今年5月，该智能温室

大棚开始无土栽培小番茄，

面积达2万余平方米。工

作人员告诉笔者，普通小番

茄一株一茬平均能产3斤

小番茄，智能温室大棚里的

小番茄定植后最快两个月

就能成熟采摘，一株小番茄

一年能结8个月的果子，平

均每株能产十余公斤。

“咱们这个无土栽培的

小番茄皮薄肉厚、鲜甜多汁，

口感特别好，最重要的是没

有打药，绿色无污染，不用洗

就能吃！”智能温室生产技术

经理徐诚说，通过采用无土

栽培技术，在同等面积下，智

能温室大棚里的小番茄产

量远高于传统大棚。

什么是无土栽培？徐
诚解释道，所谓的无土栽培
就是把土壤换成了椰糠，把
椰糠作为植株生长的基
质。这种基质对于调控植
株所需要的营养物质更为
方便和精准，不受其他介质

的影响，不存在重金属超标
等问题，这样更有利于做到
番茄无污染、纯天然。

有了科学的种植方法，

小番茄市场行情也越来越

好，各地商贩竞相订购。据

介绍，小番茄每年的市场零

售价可达到每公斤30元以

上。目前，该智能温室大棚

收到了来自北、上、广、深等

城市的小番茄订单已超过

20万斤。 （周颖昳）

盛夏时节，走进安徽省太和县旧

县镇华夏谌世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的温室大棚，一排排绿色盆栽桶映入

眼帘，每个桶内生长着一株矮化香椿

树苗，散发着阵阵清香。

行走在大棚里，公司负责人姜宝

仙告诉笔者：“目前，我们在温室大棚

里种植120万株矮化香椿，可实现一

年四季不间断生产。香椿栽在盆里，

可避免水肥流失，保证营养价值，制出

的茶叶、食品等更有品质。”

“去年6月，我们采摘了第一批香

椿叶，运送到我的大红袍制茶基地进

行脱毒、加工。”姜宝仙说，把香椿叶做

成茶叶，没有经验可借鉴。凭着一股

韧劲，姜宝仙耗费2万多斤香椿，反复

试验改良，终于研发出“溪谷悠兰”系

列香椿茶，茶汤清味浓，投放市场后立

即销售一空。尝到创新的甜头，姜宝
仙又与多家科研院所合作，先后研制
出香椿食用油、功能饮料、营养挂面、
酥饼等多元产品。在开拓创新中，企
业香椿产值由过去每亩5000元提高
到8万元左右。

“我们生产的香椿产品在市场供不应求，今

年产值预计可达5000万元。”姜宝仙对未来发

展信心满满。目前，该公司拥有1.3万平方米玻

璃温室，2万多平方米联动大棚，移栽120多万

株香椿树，年产香椿约70万斤。 （赵名威）

辣椒除柄机全球市场占有率超95%，首创摘帽机订单排到两年后

山东农民发明辣椒除柄机、摘帽机抢占全球市场

李志敏介绍最新发明的辣椒摘帽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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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元/公斤 无土栽培小番茄受青睐

姜宝仙（左）在查看盆栽香椿长势。

近年来，山东省东营市

河口区孤岛镇立足区域资

源禀赋、产业发展状况，连

片整理出251亩土地，实施

了渔村“小棚虾”产业联合

体项目。

据了解，小棚虾养殖具
有面积小，进排水容易，抗风
能力强，不易倒塌，内部环境
稳定，水质和底质容易调控

等特点，有效打破了海水养
殖产业瓶颈，成为继大田虾
和工厂化养殖外的第三种
水产养殖模式。每年可养
殖对虾2-3茬，每茬亩产在
1500斤左右，养殖成本和养
殖效益均优于大田和工厂
化养殖两种模式，更加集约
高效，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渔村“第一书记”邢成

信介绍：“与传统养殖相比，

小棚养殖增强了过程中的

可控性。小棚内放苗投料，

监控虾苗成活率，排污换水

都非常便捷，管理相对轻

松。而且，棚内基本与外界

隔绝的环境，大大降低了外

界流行病、传染病的感染

率，且每个棚面积较小，哪

怕是发病了，也只是一亩的

损失，不会影响当年整个养

殖大局。”

接下来，孤岛镇将以小

棚虾养殖技术升级为导向，

主打养殖、加工、电商、销售

一条龙经营模式，有效延伸

产业链，推动对虾养殖产业

转型升级，为产业发展集聚

新动能、提供新示范。

（郭盛男 吕兵兵）

“致富小棚虾”集约高效效益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