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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化之外，山东还广泛推

广深耕深松、配方施肥、减垄增地、

小麦宽幅精播、小麦“一喷三防”、玉

米“一防双减”等绿色高质高效技

术。同时，该省全面推行农业机械

化，小麦、玉米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

分别达到99%、96%。如今，山东农

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已达6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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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宁县粮油作物以小麦、

玉米、洋芋、胡麻为主。多年

来，种植面积稳定 100 万亩。

近年来，该县加大本地常见粮

油作物田间实验，充分发挥农

作物新品种、新技术在适宜生

态区域的增产潜力，促进农业

增产、农民增收和农业综合生

产能力提升，有序推进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

查看病虫害发生情况，比对测量同一

作物不同种植方式的生长量……立夏刚

过，在甘肃省静宁县甘沟镇王川村的一块

农田里，静宁县农技中心副主任张建荣带

着实验组人员，察看试验田苗情。这几块

试验田是实验组按照确定的试验方案进行

小区摆布、采样、打埂、开沟、播种，用于做

高标准农田生土不同种植制度培肥试验。

下好试验田“先手棋”，
引导培育示范户

5月 11日，张建荣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这几日气温回升，他加快了农作物品种试

验步伐。

张建荣所在的实验组从 2020 到 2022

年连续 3 年定点开展了 5 个单项试验。“从

试验结果来看，本地新修梯田以先锋作物

马铃薯为最佳，其次为绿肥轮作倒茬。”仔

细核对完实验数据，张建荣有些许欣喜。

静宁县粮油作物以小麦、玉米、洋芋、

胡麻为主，兼以糜谷等小杂粮。多年来，种

植面积稳定 100 万亩。近年来，该县加大

本地常见粮油作物田间实验，充分发挥农

作物新品种、新技术在适宜生态区域的增

产潜力，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农业综

合生产能力提升，有序推进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

在该县司桥乡，县农技中心高亚飞赶

着农时墒情忙着记录测量测算数据，进行

液体地膜抗旱保墒效果试验。静宁县果

园、旱作农业总面积超过 200 万亩，全靠覆

膜保墒增产，地膜使用量大，随之而来的废

旧农膜回收、白色污染治理难度也加大

了。高亚飞坦言，如果他们的试验成功，对

全县环境改善有着不可小觑的意义。

与此同时，在全县选定的试验田里，包

括液体地膜抗旱保墒效果试验、青贮玉米

品比试验、膜侧宽幅匀播肥料效应试验在

内的 32个试验项目正有条不紊地展开。

张建荣说，随着试验的深入，小小试验

田里的成果走向示范推广，走向大田推

广。适合该县的小麦品种有兰大 211、静宁

13号，马铃薯品种淀粉型庄薯 3号、鲜食型

陇薯 7 号，玉米品种有粮饲兼用型金张掖

1706 与先玉系列、青贮型兴盛 188、大京九

系列，谷子品种陇谷 032、会宁良谷等。

2022年秋该县播种冬小麦 20.17万亩，

较 2021 年增加了 1 万亩，引导培育种植规

模在 50亩以上的示范户 600户。该县农技

中心主任杨富位说，2022 年冬小麦全部推

广机械化宽幅匀播、膜侧条播等栽培技术，

一改过去机械化程度不高、条播不保墒低

产的现象。

该县三合乡有种植小杂粮的传统，但

效益低下，前几年群众越来越不愿种植。农

技人员及时跟进指导，于 2018 年为该乡提

出了“采用机械化播种与收获技术、旧膜二

茬穴播小杂粮技术等，配套集成推广测土配

方、病虫害绿色防控”种植指导意见。该乡

很快尝到了科学的甜头，以谷子、糜子、荞

麦、胡麻等为主的立体寒旱特色小杂粮面积

稳定在 1万亩以上，并形成了集种植、加工、

销售于一体的小杂粮特色产业发展链条。

三合乡润民农业生产扶贫开发有限公司董

事长王健说：“我们公司自 2018年以来已销

售特色农产品 1200 余万元，为村集体分红

47.74万元，为农户分红106.6万元。”

从“试验田”到大田，良
种良法显成效

静宁县界石铺镇在县农技人员的指导

下都种上了粮饲兼用型新品种玉米，全镇

饲草种植面积稳定在 2 万亩以上，探索出

了一条种养结合、草畜循环的产业发展路

子。崔岔村支书赵文学说：“饲草玉米既能

打籽实又能当饲草，这几年种新品种玉米

的村民每亩下来较传统籽粒玉米能多卖

500多块钱呢。”

“去年陇薯 7 号洋芋售价比普通洋芋

高 1角钱，亩均产量高出 600斤。”红寺镇种

植大户范亚郎去年种了 200 亩鲜食型洋

芋，今年又流转了 100 亩地，全都种洋芋。

他告诉记者，好的市场前景是他今年多种

100亩的底气。

范亚郎是该镇规模化发展马铃薯产业

的受益者之一。

近两年，红寺镇在全县率先示范，健全

完善脱毒种薯组培繁育、原原种扩繁生产、

大规模田间示范种植、产品销售等全产业

链条，成功打造马铃薯“引、育、繁、推、加、

销”一体化发展格局，不断延伸产业链条，

持续带动全镇产业发展壮大。

静宁县按照“科技先行、效益优先、示

范带动”的原则，设立了核心区、示范区和

辐射区，重点开展大豆、玉米、马铃薯等优

良品种、新农资、新技术的试验示范。粮油

作物试验田的建设，加快了全县良种、良法

应用步伐。该县农技中心主任杨富位说：

“全县农技人员与广大群众挑着‘金扁担’，

确保了 85 万亩旱作农业的连年丰收，让农

民的钱袋子和粮袋子鼓起来。”

在广袤的大地上，全县农民依靠科学

辛勤耕耘，挥洒汗水，扎实推进春季农业生

产，建设一个又一个产业链，让农业根基更

稳，让饭碗端得更牢。

陇原大地春潮涌，科技奏响“致富曲”

“五一”假期过后，山东省日照市茶农袁从波更忙了。

他每天下地查看茶叶长势，打理茶园，安排采摘。5 月 5

日，在袁从波自家的茶园里，他向科技日报记者提到热销

的“中白一号”。这是他重点引入的优质品种，丰富的茶

毫、金黄色的叶片，让其与众不同，即使成品茶每斤售价超

过一万六千元，也挡不住市场追捧。

日照绿茶是当地具有代表性的特色农产品，更是山东

知名农产品十大品牌。

作为农业大省，山东农产品资源丰富，品类齐全。“齐

鲁灵秀地 品牌农产品”省级农产品整体品牌叫响全国；烟

台苹果、金乡大蒜、章丘大葱、威海刺参、日照绿茶等 81 个

省级知名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以及龙大牌低温肉制品、

鲁花牌花生油、康大牌兔肉等 700 个企业产品品牌家喻户

晓。

从“土特产”变成了“金名片”，山东人并不满足，还在

谋求知名农产品的价值升级，而科技成了关键因素。

五年攻关，最终拿下“红
绿番茄”

在山东寿光，崔振平种植的番茄与众不同——这里的

番茄外表呈现出红绿相间的颜色。

“我们种的番茄口感比较好，酸甜、果皮薄、肉质脆，在

市场上特别受欢迎，每斤价格在 15元左右。”个性化的番茄

受欢迎，崔振平并不意外，他讲述了背后的故事：红绿番茄

是寿光蔬菜种业集团有限公司研发的一个新品种。这种

番茄新品种选育要解决一个核心问题：口感与抗病性如何

兼得？

为解决这个矛盾，寿光蔬菜种业集团研发中心番茄育

种组组长于彩云带领团队进行了五年科研攻关。他们从

100份口感好的番茄新材料中，聚合了一批抗性好、口感好

的番茄新种质。利用这些新种质，通过杂交配置了一批新

的组合，最终通过多点、多茬口的实验，育成口感好、抗性

好番茄优质新品种。

红绿番茄的崛起是一个个例，但在庞大的山东知名农

产品群体中，其极具代表性。总结起来，可用一句话概括：

山东农品叫响全国，奥秘首先藏在种子里。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向记者提供的数据显示：全国小麦

良种推广面积前十位的品种中，山东省有 5个，山东省嘉祥

县每年为黄淮海地区供应 40%的大豆良种，设施蔬菜自主

品种占比超过 80%……

种业是农业的“芯片”，是事关农业产业的源头性、基

础性、战略性核心产业。作为农科大省，山东一直在探索

科技发力，推动种业创新走在全国前列。

2022 年，山东种业企业创新能力提升行动投入财政

资金 1 亿元，以科技项目形式支持 41 家种业企业研发良

种。而在良种工程支持下，山东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

达到 98%以上，主要粮食作物品种基本实现自给，良种对

粮食增产的贡献率达到 47%，有力支撑了山东省粮食产

量连续多年稳定在 1000 亿斤以上，设施果菜品种改变了

主要依赖进口的局面，替代进口率达 80%以上，部分畜禽

品种有望实现国外品种替代，重大育种基础研究实现点

上突破。

良种配良法，新品玫瑰栽
培到“云”上

将玫瑰花新品种栽培到“云”上，会产生什么反应？这

一场景出现在“中国玫瑰之都”——济南市平阴县。

在当地，玫瑰种植面积达 6万余亩；而每一朵玫瑰花的

背后，都有数字化的力量。

比如在平阴玫瑰产业大数据中心，工作人员足不出户

便可监测玫瑰花长势；在其生长的关键时期，主管部门通

过远程监测指导，对玫瑰花的成长品质进行保障。

在玫瑰绽蕾时节，花农们将新鲜花蕾送到企业设在村

里的收货点，工作人员用手机扫描二维码，此花的数量、价

格当即传输到大数据中心。依托鲜花数字化采收应用系

统，平阴实现了对玫瑰花蕾、花冠、大花的分类采收、快速

统计和结算，提高采收效率超 30%，企业结算效率超 90%。

在玫瑰加工环节，玫瑰鲜花一旦采摘，必须在当天进

行烘干。传统方式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通过经验来测算

判断。而如今，通过数字化的智能改造，实现生产线烘干

速率的自动化控制，同时保障每一朵鲜花的加工品质。

数字化还从玫瑰的生产端延伸到了流通销售环节。

每一朵玫瑰都有独特的“身份证号”——二维码，手机扫

码，即可全程追溯。

栽培在“云”上的平阴玫瑰，提升了产品附加值。数据

显示，2021 年，平阴玫瑰花平均每亩产量 900 斤，收购价格

提升到每公斤 15.4 元，较往年提升 92%，每亩收益达到

6940元，增幅达 147%。

良种需要配良法。在数字化之外，山东还广泛推广深

耕深松、配方施肥、减垄增地、小麦宽幅精播、小麦“一喷三

防”、玉米“一防双减”等绿色高质高效技术。同时，该省全

面推行农业机械化，小麦、玉米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分别

达到 99%、96%。

如今，山东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已达 66.32%。

科技介入，一朵牡丹花变
身260余种产品

在鲁北小城禹城辛店镇，种植面积达 1万余亩的“沙河

辛西瓜”是当地的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特色产业，更是该

镇党委书记翟云德的骄傲。

“通过统一育苗、统一移栽、统一管理、统一施肥、统一

销售和‘一年两茬’模式，销售期从 1个月延长到 3个月，亩

产突破 4000公斤。”翟云德告诉记者：“西瓜产业规模化、产

出线上化、营销多样化，进一步实现了沙里生金。”

这里的西瓜品种从露地西瓜、小拱棚西瓜、大拱棚西

瓜再到礼品小西瓜，品种一直在升级。他们还引入科技力

量，探索生产西瓜汁、西瓜翠衣等产品，形成了集种植、加

工、休闲采摘、科技观光等于一体的产业链，产品附加值提

升了 35%。

农产品深加工成为山东农业经济领域重要增长点之

一。遍布在山东各地的龙头企业，立足农业大省的资源禀

赋和基础优势，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拉长产业

链、提高附加值、丰富产品线，推动农产品加工产业和农业

高质量发展。

地处北纬 35 度的临沂市临沭县青云镇是国家农产品

地理标志“临沭地瓜”的主产区，地瓜种植历史已有 200 多

年，种植面积近 10 万亩，总产量达 3 亿公斤。该镇党委书

记王绍龙告诉记者，经过精深加工，当地生产的红薯代餐

粉、酵素等产品供不应求，由废料加工而成的宠物食品产

值增加近百倍。

目前，该县地瓜淀粉加工、粉丝粉条、薯脯加工、酿酒

等地瓜深加工企业纷纷涌现，总产值达 20亿元。

与“临沭地瓜”类似，菏泽市将一朵牡丹“玩出了 260余

种花样”。

“牡丹花蕊茶是用牡丹花的雄蕊经过低温干燥、脱敏

等 10 余道工序制作而成。牡丹鲜花经过干燥处理后制成

干花，定形后与鲜花无异，可长期保存。”在山东瑞璞牡丹

科技公司的生产车间，花农赵弟轩在向记者如此介绍牡丹

产品。

近年来，科研人员立足菏泽当地牡丹种植优势，研发

推出牡丹籽油、牡丹食品、牡丹化妆品等系列牡丹深加工

产品 260 余种。一朵牡丹花已从以前单一的观赏功能，向

食品加工、营养保健、工艺美术等多个领域不断延伸。

科技出力科技出力，，帮农产品涨了帮农产品涨了““身价身价””

科技日报讯（记者魏依晨）“家门口的臭水沟变成了景观河，咱

们可以舒舒服服出来遛弯了。”5月9日傍晚，家住江西省鹰潭市信江

新区龙潭湖附近的市民吴大妈和老伴慢悠悠地沿河散步，植被的清

新代替了污水的恶臭，干爽的步道取代了积水的坑洼。随着鹰潭市

信江新区厂网河湖园一体化海绵城市建设PPP项目落地实施，越来

越多的鹰潭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海绵城市建设带来的生态红利。

5月 5日，鹰潭海绵城市建设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水利部、财

政部联合开展的海绵城市建设绩效评估中，获评最高等级 A档，位

居全国前列，海绵城市建设成效初显。

由于鹰潭市部分基建老化、城市规划更迭，管网破漏、错接混

接破坏了水体环境，内涝、溢流挑战着人水和谐，开展海绵城市建

设尤为迫切。

据项目实施方中国铁工投资集团介绍，鹰潭市信江新区厂网

河湖园一体化海绵城市建设 PPP 项目的投资、建设和运营，以“蓝

灰绿”系统协同发力，统筹实施蓝色系统的水系连通及河湖生态修

复工程、灰色系统的雨污管网修复及提质增效工程、绿色系统的源

头海绵化改造工程，实现“洪水不侵城、涝水不淹路、雨水不进厂、

污水不入河”建设愿景。

记者了解到，该项目以海绵城市建设为统领，按照“多元治水、

生态亲水、智慧管水”的系统思路，依托鹰潭自身湖库水系和生态

基底，连接厂网河湖园，生态修复 6 条河道、7 个湖泊，海绵化改造

36个居民小区、20个公共建筑区域（学校、市民广场等场所），为鹰

潭海绵城市建设植入“生态绿芯”。

“信江新区、鹰东、鹰西三大片区 14 条主要河道水系全部连

通，天然水域面积提升达 10.2%，城区水体岸线生态化率达 86%。”

鹰潭市海绵城市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督查科科长郑炜说，项

目结合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手段，加快实现智慧排

水、雨量监测、管网堵塞在线监测等智能化海绵管控。

“我们在河湖水系连通的基础上，深入贯彻海绵城市理念，系

统构建‘源头—过程—末端’海绵体系，通过植入透水铺装、雨水花

园、生态植草沟、下凹式绿地搭建末端水生态系统，让城市像海绵

一样‘呼吸吐纳’。”中国铁工投资鹰潭项目公司总经理王立介绍。

随着鹰潭市信江新区厂网河湖园一体化海绵城市建设 PPP项目的

建设实施，生态河湖公园为“绿芯”，道路沿线绿地为“绿脉”，社区

绿地为“绿点”的城市生态系统基本建成。到 2023 年底，将实现

“污水进厂、雨水进河、各行其道”。截至目前，绿色系统已完成 4

条道路海绵，城市内涝防治标准达到 20 年一遇、城市防洪总体达

到 50 年一遇，年雨水资源利用量 210.21 万吨、再生水利用率达到

5.08%，海绵型社区、公园、道路、水系已初具规模。

海绵城市建设

让江西鹰潭无惧洪涝

“他二爸你快些，讲课的老师早都到了！”

“稍微一等，我把上回地里闹病拍的照片带上，正好问问陈教

授咋回事。”“把那个谁也叫上，还来一个兽医老师。”……

4 月 25 日，宁夏中卫市海原县关庄乡高台村，村民们三五成

群，约着去赶一场“科技集”。受宁夏科技厅驻关庄乡高台村工作

队邀请，宁夏大学二级教授、马铃薯权威专家陈彦云，毕业于东北

农业大学动物医学专业的兽医田一荣，到村开展专题技术培训。

春风绿山头，耕种正当时。为进一步示范推广马铃薯高效种

植和肉牛科学养殖等关键技术，提高农户科学种养水平，宁夏科技

厅驻村工作组及时组织专家给村民“充电”。

高台村是宁夏推行马铃薯旱作优质高产栽培技术的样板村，

自 2019 年示范马铃薯“四位一体”和膜上覆土全机械化种植技术

以来，目前这一技术已在海原全县推广。

这里的马铃薯打了翻身仗，“秘笈”除了良种还有两个：一个是

播种、施肥、起垄、覆膜“四位一体”播种技术，一个是膜上覆土全机

械化种植技术。“播种等 4 个农事作业流程，可用一台小型第 20 代

马铃薯种植机一次性完成，这就是‘四位一体’。但这时候又出现

一个问题，因为有一层膜，马铃薯没办法出苗，咋办？”陈彦云笑称，

如果再用人工一棵棵地放苗，那就不叫机械化了。

陈彦云和科技厅驻村工作队引进的膜上覆土技术，播种

15—20 天后，利用机械在膜上覆盖一层 3—5 厘米厚的土，半个月

后马铃薯幼芽会自行破膜而出，兼具除草、壅土、保墒等作用。

这是荣获自治区科技进步二等奖项目的主要技术创新点，使

马铃薯种植实现了全机械化，节水增产效率提高 30%，节约种植成

本 15%以上。

培训会上，陈彦云从马铃薯品种选育、深耕保墒、绿色拌种、病

虫害防治、“四位一体”种植要点及垄面积雨新技术等方面进行了

详细讲解，特别为农户亲自讲解验算了施肥比例。田一荣还结合

自己十几年的动物医学临床经验，从肉牛的品种选择、新购肉牛的

应激缓解、驱虫防护及常见病防治等方面进行了详细易懂的讲授。

会场培训结束后，专家们又到马铃薯种植地及养牛基地进行

现场指导。高台村种植示范户现场试验种植，演示了新式覆土集

雨技术及施肥拌肥操作要点，同时对养殖大户的棚圈建设、饲草储

备及消毒设施进行了详细指导，并提出整改建议。

宁夏：专家送技到村里

农民约着来“赶集”

55月月66日日，，在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巨峰镇在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巨峰镇，，茶农在采茶茶农在采茶。。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郭绪雷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