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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日，“走齐长城文化体验廊道”

主题采访活动走进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

早上7点半，赵久富准时来到沂源县

鲁村镇的山东华盛科沃云果业示范基地

上班。最近，苹果花开得正盛，果园“云系

统”判定到了授粉的最佳时机，因此它通

过管理员安排赵久富等技术工人进果园

“点花粉”。

示范基地的这套能指挥人种苹果的

“云系统”，实际上是山东华盛果品股份有

限公司联合上海一家公司搭建的华盛科

沃数字农业大数据应用服务平台。这个
平台集合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
网等数字化、信息化技术手段，把基地打
造成了数字化、智慧化、标准化的现代果
业种植示范点。

“这个平台包括前端的物联网系统和
后端的信息分析处理系统，可以通过环境
传感器等地头设备，监测空气温湿度、土
壤盐分、电导率等环境数据，然后经过后
台分析比对，再通过物联网系统实现浇
水、施肥等基础管理作业。”山东华盛科沃

云果业示范基地负责人齐凯说。平台不
仅可以实施农情环境监测和地块管理，还
能对果树生长、发育状况、病虫害、水肥状
况、相应环境等信息进行定期获取，并能
实现果品质量自动监测、农产品溯源等大
数据跟踪。

自2020年搭建起数字农业大数据应

用服务平台以来，示范基地的种植效率和

果品品质明显提升。“以前一个人最多管

5亩果园，现在一个人可以管20多亩。首

先，浇水、施肥等基础性工作，平台系统可以自主完成，大大减

少了工人的工作量；其次，平台系统有自动监测和管理能力，

可提前发布预警信息，并实现人员智能化管理，工人不用那么

操心了；平台还能利用互联网实现可视化远程诊断、远程控制

等，完成专家在线指导和帮助。”齐凯说。预计今年果园可以

亩产苹果5000斤左右。

“现在种果树还是需要经验的指导，平台的基础种植模型

的相关阈值也是根据实际种植经验设定的。目前我们正在收

集和积累相关种植数据，争取3年内形成更优的种植模型。”

齐凯说，这实际上是平台系统自主学习和优化的过程，等到平

台系统成长为苹果种植“专家”的时候，其形成的数字化模型

就可以逐步替代传统的种植模式，甚至可以替代传统的种植

经验，“因为经过无数次科学验证的种植数据，肯定更能有效

地提高种植效率和果品品质。”

如今，在山东华盛科沃云果业示范基地，300多亩果园只

有齐凯一名平台管理员和13名工人管理。“我是学自动化专

业的，要论种果树，我算是个‘门外汉’，经验还不如园区的老

技术工。”齐凯说。现在种地靠科技，他这个果树种植的“门外

汉”因为掌握了“科技密码”，反而能把果园管理得更好，“发展

数字智慧农业，能让不会种地的年轻人点点手机，就能轻松种

好地。”

（据《农村大众》）

近年来，我国多地大力发展

蓝莓种植，有的地方少则数百

亩，多则上万亩。随着种植面

积的增加，蓝莓价格也逐渐趋

向“平民化”。未来种植是否仍

有高效益？记者就此走访业内

人士，专家提醒，由于蓝莓种植

资金投入较大、技术门槛较高，

有种植意愿的农户一定要谨慎

决定。

资金投入较大

“很多人以为蓝莓种植效益

好，赚钱多，其实我们种植户前

期的投资是很大的，长达三年多

的时间是没有一分钱收入的。”

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黄墩镇蓝

莓种植户陈宏兵告诉记者，蓝莓

从种苗种植到挂果需要三年多

时间，周期是比较长的，如果没

有一定资金的支持，普通农户是

很难坚持到挂果期的。

安徽省农科院蓝莓种植专

家胡勇提醒有种植意愿的农户，

虽然蓝莓效益好，但种植需要有

耐心。蓝莓前三年只投入不产

出，每亩的成本至少在1万元，第

四年开始，成本收回，从第五年

开始，就进入盈利期。很多农户

就因为没有耐心，半途而废，所

以想搞蓝莓种植的农户一定要

耐得住寂寞，不可操之过急。专

家介绍，蓝莓在种植5年后进入

盛果期，亩均产量可达1000公

斤，按目前收购价每公斤80元

估算，经济效益仍然可观。

种植品种要合理选择

“蓝莓种植也不是一次性

的，还是要不断更新品种，否则

也是很难做长久的。”怀宁县走

马岗蓝莓种植园创办人郑伟告

诉记者，这几年有些老品种逐渐

退化，口感也差，产量也低，如果

不及时更新品种，生产出来的蓝

莓果是很难找到市场的。

胡勇说，蓝莓种植的风险也

是不小的，种植户从种源的引进

开始，种植技术、保鲜加工技术

都必须掌握。如果投资者引进

的种苗没有经过当地科研机构

的筛选，就容易造成成活率不高

或果实产量较低。蓝莓种植的

配套技术如土壤的pH值必须控

制在5.0左右，育大苗技术、合理

施肥、苗木修剪等都有一定规

范，否则蓝莓的生长就会受到影

响。含山县陶厂镇蓝莓种植户

鲁茂松对此深有体会，前几年由

于品种老化、加上管理不善，种

植出来的蓝莓口感不太好，价格

偏低，利润下滑比较明显。

“当然南方高丛蓝莓的价格

受市场影响较小，初期上市价格

仍然高达每斤80元，因为南方

高丛蓝莓口感好，适合鲜食，颇

受都市高端消费群体的追捧。”

胡勇说，建议种植户要搭配好比

例，兔眼蓝莓虽然价格低，但产

量高，是南方高丛蓝莓的两倍

多，也不能放弃种植，现在比较

科学的比例是“三七开”，兔眼蓝

莓占七成，南方高丛蓝莓占三

成。“同时建议不适合种植蓝莓

的区域，不要盲目上项目，防止

品质差不受欢迎，适得其反。”

胡勇告诉记者，虽然蓝莓市

场价格不错，但近几年全国蓝莓

种植面积激增，如果没有市场渠

道，普通农户很难销售。他强

调，种植蓝莓特别要注意产地和

市场的衔接。鉴于蓝莓的产业

特点，蓝莓种植前，必须先摸清

周边市场，找到稳定可靠的销

路。 （据《安徽日报》）

春季果树开花前后是防治病

虫害的大好时机。因为此季节各

种病菌和害虫经一冬休眠后开始

活跃，对药物的抵抗力差，且树叶

没有完全萌发，遮挡较少，施药方

便，果树也不会发生药害，应及时

进行“药浴”防治。

花前防治

及时喷一次5波美度石硫合

剂，可控制腐烂病，抑制红蜘蛛的

越冬繁殖卵，对防治白粉病、卷叶

虫、介壳虫都有明显作用。也可

喷40%的福美砷100倍液。

发芽后的防治。果园普喷一

次150倍~200倍的45%的晶体石

疏合剂或喷0.3波美度石硫合剂加

50%的1605乳油1000倍液。可杀

死90%以上的红蜘蛛和在芽中越

冬的白粉病、落叶病等菌源孢子，同

时还可以防治金龟子和蚜虫。

发芽后、开花前的防治。喷

1500倍50%的1605或80%敌敌

畏1200倍~1500倍液，敌杀死及

菊脂类农药2500倍~3000倍液。

对虫害及腐烂病有明显防治效果。

花后防治

开花后可以继续使用0.3~0.5

波美度的石硫合剂，防治叶果病

害及红蜘蛛。还可以喷2500倍~

3000倍的功夫、灭扫利，既可防治

红蜘蛛，又可杀死食叶虫、食心虫

的虫卵。

开花后10天~15天内可喷1∶

4∶20的波尔多液（即1公斤硫酸

铜、4公斤生石灰、20公斤清水）或

喷 40%多菌灵、退菌特 600 倍~

800倍液，防治多雨高温期易发生

的落叶病、炭疽病和褐班病。

开花后1个月内严禁使用硫

胺磷和敌敌畏。 （陈春明）

阳春四月，一场春雨后樱桃

树进入盛花期，雪白的花朵迎风

摇曳，辛勤的蜜蜂嗡嗡嘤嘤。在

位于全国农业现代化先行县——

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区的山西农业

大学果树研究所优质栽培示范园

的设施大棚里，树上的樱桃已经

满面砣红，咬一口汁液饱满。

这是个占地不足一亩的日光

能温室，种着粗细不匀的八十多株

樱桃树，有美早、龙田晚红、萨米

脱、黄蜜等，五六个品种从3月底开

始陆续进入成熟期，采摘能持续二

十天左右。棚里铺着非常少见的

银色地膜，温暖干燥，树与树之间

距离宽敞，枝叶舒展，果实累累。

山西农业大学果树研究所副

研究员张生智介绍，这种银色地膜
在成熟前二十天铺设，是双色地
膜，正面是银色，用于补光，背面是
黑色，可防草保湿，既可以保证大

棚的温湿度，也可
以加强光合作用，
利于提高果实的
品质。

作为山西省樱

桃种植领域先锋人

物，张生智常年奔

走于省内各地推广

果树种植技术并写

出《甜樱桃新品种

优质高效栽培》论

文，但意外的是他对

这个不足一亩的小

棚格外重视，见到记者，他特意讲起

了这个棚的故事。

张生智介绍，这个棚里的樱

桃树都是果树所苗圃里挑剩的残

次品，并不是示范园管理的重

点。它们虽然栽在棚里，但一直

没盖膜升温，年年自生自灭，产量

和品质都乏善可陈，有时候还因

为虫害严重而绝收。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2022年，

受新冠疫情影响张生智多了很多

在园的时间，他萌生了实验设施樱

桃种植的念头。“好苗子结出好果

子不算水平，次苗子结出好果子才

是科研人员的责任。”张生智说。

为了便于记录，大棚从今年1
月1日正式升温，浇水，打破眠剂；
2月1日樱桃树开出了第一朵花，
放蜜蜂，打坐果剂；3月20日，樱
桃开始着色，铺设双色地膜……
其间共浇水3次，每次都带着氨基

酸肥料，园子里除铺设黑色地膜
外，还分区域安放了5台温湿度智
能监控仪，监控数据随时通过手
机App显示。

为了能做出成效，张生智从

春节过后每天亲自到园子里卷放

棉被，开关通风口，空闲之余还特

意跑了一趟生物肥厂家考察。“说

实话，管理这个棚投入的时间和

精力比指导任何一个示范园都

多，希望通过科学管理，积累更多

的经验和教训，把好的技术沉淀

下来、总结出来，然后推广给果

农，让他们放心地去种、省心地去

用。”张生智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3月底大棚

里的樱桃陆续成熟了，由于管理

到位，这些次品树多数结出了果

个饱满、着色均匀、口感上乘的樱

桃，整个棚里的病虫害极少，完全

没有了之前的病态。

张生智认为只要掌握了调节

温度的办法，完全能实现樱桃的

上市自由。他介绍，设施樱桃种

植成功的关键在于对大田种植的

模拟，当温度达到7℃以下，树体

就进入休眠状态，休眠够1000小

时，樱桃树就具备了升温的条件。

“从升温到果实成熟，基本就

是3个月时间，只要做好时间管

理，辅以科学制冷手段，8月份都

可以休眠，可以为果农致富提供

一条新路子。”张生智说。

（韩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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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莓效益虽好 种植仍需谨慎

春季果树“药浴” 害虫无处藏身

科学管理让“次品”树结出精品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