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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走进山东省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大村镇
4.0功能型农业农交中心，一
栋石灰色大楼赫然眼前。这
栋“楼宇”真正把“食用菌楼
宇种植技术”从理想搬进现
实。该基地由青岛绿色家园
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投资
建设，是以绿色循环农业为
基础，以现代培育技术为支
撑，创新打造集“智能化、数
字化、产业化”于一体的食用
菌工厂化栽培新模式。

进入食用菌楼宇工厂化
基地，6层立体化的小菌菇瓶
栽种植让人眼前一亮。据工
作人员介绍，这一个个丰硕可
爱的菌菇是今年新引进的一
个品种——雪莲菇，是全国首
家对雪莲菇进行工厂化瓶装
栽培的项目。车间外配备的
节能降温送风装置系统、集成
制冷中央空调系统、以及由企
业自主研发的食用菌数字化
环境控制系统等高端技术，让
这里充满现代感、科技范。

该楼宇于2022年5月份
开始建设，总建筑面积达
6000余平方米，设有出菇车
间33间，每个出菇车间采用
上下立体6层种植，相当于传
统种植方式600亩的种植面
积。车间采用全智能化、数字
化中央控制系统，光照、温度、
湿度、二氧化碳浓度、通风等
出菇环境全部采用自动化控
制，由1名技术人员即可实现
全部操作，有效解决了人工成
本高、环境条件不稳定等生产
瓶颈问题。该项目配备了青
岛绿色家园自主研发的环形
送风系统和新风系统，有效节

能80%，对食用菌工厂化、智能化种植起
到积极的引领作用。

据悉，大村镇食用菌产业园楼宇工
厂化基地是全国首个多层楼宇食用菌工
厂化栽培项目，也是大村镇乡村振兴重
点产业项目之一，总投资达4800万元。
项目占地面积约1700平方米，规划设有
出菇车间共33个，冷库6个，包装车间3
间，项目投产后，日产食用菌可达6吨，年
产值1500余万元，相当于传统种植600
亩的规模产能，提升了食用菌栽培技术，
提高了食用菌产量与质量。

（据《大众日报》）

近日，山西省运城市盐湖
区金井乡南扶村，大型拖拉机
低沉而有力的轰鸣声打破了
乡野的宁静，随着土地深翻器
械的推进，被晨霜覆盖的田野
散发出新鲜泥土的芬芳。

这辆大型拖拉机是当地
的种粮大户赵海虎通过手机
预约来的。如今，在盐湖区解
州、席张、龙居、金井、大渠五
个粮食种植大镇，农户只需在
手机上轻点几下，智慧农机便
能迅速“接单”，精准到达指定
地头。

这是农业数字化平台带
给当地农民的便利和获得感。

近年来，位于盐湖区的山
西滴滴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
智慧农业破题，利用大数据、

物联网等新技术，搭建“滴滴
农机”“土地银行”等数字化管
理平台；创新服务模式，实现

“种管收储售”一体化服务；升
级智慧农机装备，推动传统农
业生产方式向现代化转变，让
农民种地更省心、省力、省
钱。自2018年以来，该公司
累计引进各类农机设备400
余台套，以“网约农机”共享模
式，打造“滴滴农机”数字化服
务平台，农户只需通过手机
App或微信小程序下单，就能
享受到高效、精准的农机作业
服务。

“又想在外挣钱，还不想
把地耽搁了。”远在陕西延安从
事个体经营的赵部伟说出了很
多在外务工农民的心声，现在

他只需“点菜式下单”，山西滴
滴农业便可提供相应的农业生
产服务，而且价格还实惠，实现
了打工和种地两不误。

除“点菜式”服务外，山西
滴滴农业还为当地农民提供

“种管收储售”一条龙“保姆
式”服务。

2021年，山西滴滴农业推
出“一统九代”服务模式，即统
一管理土地，同时代种子、代
播种、代药肥、代管理、代防
治、代收割、代烘干、代贮存、
代销售。截至目前，该公司已
服务农户3975户，全程“保姆
式”服务面积达 5.5 万余亩，

“点菜式”服务面积达16.5万
亩，以数字化推进农业生产现
代化。 （据《山西日报》）

新年伊始，走进位于山东德州天衢新区财金智慧农业
公司的智能化温室，只见一串串樱桃番茄像葡萄似的悬挂
在枝头，红色和黄色的果实个个圆润透亮。

“这批樱桃番茄是专门面向粤港澳大湾区销售的，是反季
节上市，品种好、口味佳，价格也更高。”指着刚刚采收的樱桃番
茄，山东德州财金智慧农业公司副总经理薛林告诉记者。

温室农业技术工程师魏超介绍：“这种樱桃番茄口感酸
甜、汁水丰盈、风味十足，在市场上是‘抢手货’。”高品质樱
桃番茄的背后隐藏着不少“黑科技”。据介绍，这个智能化
温室是亚洲单体面积最大的文洛式智能玻璃温室，采用了
物联网、水肥一体化和无土栽培等不少新技术。

“我们会通过调控温光水气肥等多种要素来提高番茄
产量，改善果实品质。”魏超透露，在温度方面，通过控制24
小时均温来提高番茄的糖酸比，达到最佳口感。根据检测
报告，可以适时调整水肥养分比例，保证番茄吸收元素的均
衡。此外，在日常栽培过程中，还会适时补充二氧化碳“气
肥”，促进果实生长，进而提高产量。

据了解，本产季樱桃番茄首次采用“三头三花”大苗定
植，降低了种子使用量，而且充分利用了前一年9月和10月
的光照来提高产量。

“这一季的樱桃番茄不仅口味好，而且可以提前两周采
收打出市场销售‘时间差’，预计全季总产量可以提升5%至
10%，可以说科技创新助力我们设施农业走上了高效发展

‘快车道’。”薛林兴奋地说。 （据央广网）

为推动传统渔
业向智慧渔业转
型，近年来，重庆市
梁平区礼让镇的传
统渔村——川西渔
村建起了低投入、
易推广鱼菜共生微
工厂。

“川西渔村的
智慧渔业起步较
早。”礼让镇党委书
记汪建祥介绍，早
在2015年，川西渔
村就成立了三峡库
区生态渔场自动恒
温孵化中心。该中
心的自动加热恒温
设备、微粒机等实
现孵化用水自动恒温、循环利
用；同时运用智慧渔业管理系
统，通过装配水温、溶解氧、
pH值、氨氮、亚硝酸盐、重量
等智能传感系统，对流水养殖
槽道实时自动监测水质、自动
增氧、自动精准投料。

“这样养殖的鱼环保生
态，鱼肉无泥腥味，味道更
鲜美。”梁平区跑道鱼渔业
有限公司负责人潘传均说，
智能化养鱼折合亩产量约
3000 公斤、亩产值约 4.5 万
元，价格较传统鱼每公斤高
出1元左右。

尝到智慧养鱼甜头，梁平
区正推进实施川西村智慧渔
场建设项目，在渔场养殖基地
中布设大量物联网设备，实时
观测、获取水质、水温等数据，
推动渔情信息采集常态化，推
进数据和信息整合共享，形成
梁平区智慧渔业养殖标准。

（据《重庆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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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滴”一下 农机到田头

工人正在对刚采摘的樱桃番茄进行挑拣。

工作人员在高架上收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