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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笔者走进上海市崇明

区东平镇的崇明农场番茄产业

园，只见一排排连栋智能温室排

列整齐，一个个鲜红、圆润的番

茄点缀在绿叶间，散发阵阵清

香。工人们忙着采摘、分拣、装

箱，一派繁忙景象。

崇明农场长期以来一直以

传统农业种植为主，农产品比较

单一。近年来，农场积极转型升

级，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迈

进，并培育新产业，番茄产业园

正是其“转型作”之一。

历经三年，崇明农场大力建

设百亩智能温室、优选番茄品

种、引进农业技术人员。依河而

建的番茄产业园，总投资5000

万元左右，共有100亩温室，包

括80亩薄膜温室、20亩玻璃温

室，分别于2019年、2021年先后

完工，总面积相当于9.3个标准

足球场大小。产业园种植出的

大、小番茄也都深受消费者青

睐，实现番茄产业高质量发展，

成功走出了一条产业转型的发

展新路子。

科技“养分”
种出品质番茄

在番茄产业园的薄膜温室

里，笔者看到，每株番茄藤的栽
培槽内都插有一个滴管，通过水
肥一体化滴灌技术和智能化远
程监测，可以实时调整水肥配
比，然后经过滴管将溶液输送至
植株附近。实现精准施肥的同
时 ，还 可 以 定 制 番 茄 的 口 感 。

“想要甜一点或酸一点的番茄，
都可以种出来。”上海市瑞华实

业有限公司支部书记、执行董事

张健说。

此外，温室里的番茄都

种植在椰糠基质中，减少农药

使用，防治病虫害，使番茄更

加健康美味，同时还使用熊蜂

授粉，天然无激素，保证番茄

果型匀称，口感饱满多汁。

相比薄膜温室，玻璃温

室更加智能化，增加了补光灯、

地源热泵系统等设施。在冬季

增光提温，夏季通风降温，为番

茄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促进其

生长、延长生长周期、增加产量。

“我们这里的番茄秧藤个头

高，最高可以长到十几米；单株

可挂20-30多穗，而普通的只能

挂果5-8穗；产量也大，是普通

大棚的 3- 4 倍，小番茄亩产

10000公斤、大番茄亩产25000

公斤。而且，可以越冬周年生

产，从8月份番茄定植，能持续生

长到来年的7月份，一年四季都

能生长。”张健说。

随着产量持续增长，农场还

于2020年建立了番茄分拣配送

中心，形成种植、分拣、配送、售

后“四位一体”产业雏形。未来，

农场将持续提升番茄温室产能

比，并融入“一院四区”，即番茄

学院、科技研发区、创新孵化区、

高效生产区、产业配套区，打造

“小、高、巧”番茄产业链。

优选品种
重拾儿时味道

番茄产业园从无到有，并生

产出高品质、高颜值、口感佳的

番茄，除了高科技的助力外，一

群年轻新农人也功不可没。

三年前，90后孙远东硕士研

究生毕业后来到崇明农场。怀

着对农业独有的热情，他扎根崇

明，潜心钻研，与其他成员一起

从零开始建设番茄产业园。

“一口咬下去，满是绵密的

果肉和沙瓤，酸甜的汁液迸发而

出，浓郁爽口。”孙远东告诉笔

者，自己从农村来到城市后，尝

过各种番茄，却再也吃不到记忆

中的番茄味道，“要种就要种出

最好的味道!”

选种是关键。崇明的气候

湿度高，要找到适合种植，又符

合心中口味的番茄并不容易。

孙远东与团队成员一边推进园

区建设，一边从国内外百余个品

种中试验、检测、筛选，同时积极

向农科院请教，上网查资料、查

数据，最终筛选出了大番茄吉诺

比利、普罗旺斯，小番茄阿鲁等

十多个优新品种。“这些品种基

因好，都具有香甜的特性。”

基因虽好，但缺点也不少。

有些品种难种植，当开始大规模

推广后，接二连三发生病虫害，

导致部分品种“全军覆没”；畸

形果、裂果较多……面对困难，

孙远东没有退缩。他与病虫害

“过招”、与时间赛跑、与难题较

量。“白天，我和队员们在棚内

巡查记录番茄的长势、采集各

项数据，晚上大家聚在一起探

讨技术问题。我们制定了多套

番茄施肥和育苗套餐，边尝试、

边验证。”

凭借一股韧劲，孙远东和成

员们突破重重难关，在保留纯

正口感的同时，解决了各类问

题，收获了丰硕的成果。番茄

被端上市民餐桌后，受到一致

称赞。“红彤彤的番茄，是记忆

中小时候的味道，吃一口就停

不下来了。”

（据上观新闻）

山东省平度市白沙河街

道芝坊新村西洼子网格，农

田集中分布于低洼地，故名

“洼子”。内涝，是过去种地

收入低的主要原因。

近年来，为了把“低效

地”打造成“高产田”，白沙河

街道引入投资方，借助资金

优势和技术优势，着手建设

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

示范园位于西洼子村，

由青岛子鸿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实施建设和运营，投资

1.35亿元，建设一批智能温

室大棚。据介绍，其中数字

化设备投入将超过2000万

元，项目建成后，将在70%以

上生产环节实现智能控制。

园区自去年6月开工建

设，按计划分为两期。今年

12月底之前将建成80栋智

能蔬菜大棚，一期建成后，预

计年产蔬菜3000吨以上，年

产值约9000万元。二期项

目将建立起标准生产体系、

质量安全监管体系等。

目前，排水系统已能满

足防涝需求，部分建成的大

棚开始投入使用。芝坊新村

的王军聚在园区租了一个

棚，7月份定植了樱桃西红

柿苗，近日已完成授粉。

“大体预估，大棚每亩产果

1.5 万斤左右，按每斤 6 元

算，去掉成本，每亩净收入能

达到5万元。”王军聚说道。

据公司综合部副总经理

潘雪梅介绍，该项目主要种

植樱桃西红柿等，以智能大

棚果蔬种植为核心，志在打

造集农业生产、加工、物流、

休闲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推

动当地三产融合发展。

（据《农村大众》）

智慧农业入驻 “低效地”变“高产田”

近日，云南省宣威市复

兴街道的草莓种植园内，无

土栽培的草莓苗长势良好。

2022年，宣威市霖森农

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建设了

智慧大棚，引入数字化智能

管理系统种植草莓，达到精

准施肥、科学施药的效果，实

现农业生产全过程的标准

化、机械化管理。

走进智慧大棚，一棵棵

草莓苗种植在一排排吊在半

空的槽架中，伸手可及，加之

棚内设置的数字化智能管理

系统，浇水、施肥等过程实现

全自动化，在棚内劳作的农

户轻松就能完成自己的工

作。

草莓大棚占地3300余

平方米，种植草莓 5 万余

棵。无土栽培的草莓生长

“吃”的是椰糠、珍珠岩、火山

石等，种植人员采用物理防

控和生物防控手段，实现零

添加、无污染，草莓既营养又

绿色。与传统大棚种植相比

较，同样面积智慧大棚种植

株数可增加20%至30%，产

量增加近三分之一，产值可

增加1倍。

由于采用了科学的种植

模式，采摘期从每年的11月

开始，一直延长至第二年的

6月。其间，能够为复兴佳

园搬迁户和周边农户提供百

余个就业岗位。

立体无土栽培的草莓，

产量上去了，品质也提高

了。成熟采摘时，不用弯腰

便可以摘到草莓，与常规方

法种植的草莓相比较，草莓不

仅口感好，而且洁净卫生，更

适合观光农业的发展需要。

下一步，宣威市将持续

推广自动化、智能化、立体化

的种植技术，推动农业产业

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

展，提高农民收入，助力农业

增产增效。

（张黎立 王菲）

听着曲调优美、节奏欢快

的流行轻音乐，住着整齐干净

的“宿舍”，生活上“水足饭

饱”……8月30日，在广西靖西

市龙临镇大而村鸡舍大棚，近2

万羽海兰灰蛋鸡听着音乐、舒

适地“生活”。

“每天给鸡听音乐，可以让
鸡不容易受到惊吓，产蛋量也
会提高，品质也上去。”公司负

责人许武介绍，他于2018年创

办了靖西市康之源养殖有限公

司，不仅引进自动化的喂养设
备，还开启了“快乐养殖”模式。

养鸡场不仅设备先进，而

且养殖模式绿色环保。除了建

设标准化蛋鸡栏舍，还采用玉

米和豆粕进行喂养，产生的鸡

粪经过发酵、风干一系列处理

后，变成有机肥出售给当地村

民种植果树、玉米等作物，实现

养殖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理以及

循环利用，实现生态养殖可持

续发展。

“音乐养鸡”为当地群众打开了致富大

门。目前养殖场日产蛋约1.2万个，销往靖

西市以及那坡县、大新县等地，年产值约

500万元。同时，为附近的脱贫群众提供

就业机会。“养鸡场就在我们屯，我和我爱

人在这里做工，每人每个月有4000元左右

的工资。”鸡场工作人员、脱贫户许林说。

近年来，靖西市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已逐步

形成绿色安全、优质高效的乡村产业体系，

多元化养殖模式为乡村产业振兴打开了致

富新路子，也助推农民持续增收致富，有效

促进乡村振兴。截至7月30日，该市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828元，同比增长

6.3%。 （赵福播 韦洁）

草莓数字化智能管理 增产又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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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人员指导农户管护草莓苗。

番茄口味可定制？
上海上海这个智能产业园不一样！

孙远东在番茄产业园进行管理番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