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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斤 2元的黄瓜，变成黄瓜汁就能卖到 20元。这是山

东庄锦记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庄锦记”）产品升

级的财富故事。相关技术是庄锦记与江南大学、青岛农

业大学深度合作的结晶。

庄锦记位于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该县是一座常住人

口达80万的典型农业县。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农业县如

何高质量发展？沂南给出的答案之一是：立足“土特产”做

文章，瞄准预制菜、宠物食品、功能食品三大方向发力。

补齐短板，走向“微笑
曲线”两端

一口咬下去，黄瓜清爽、鲜嫩的味道在记者嘴里弥漫

开来。这是远近闻名的黄瓜种植专业村——沂南县辛集

镇房庄子村的新产品。

房庄子村有悠久的黄瓜种植历史。为了扩大产业规

模，党支部牵头成立了沂南鲁蒙蔬菜购销专业合作社，建

起 16个蔬菜大棚，大部分种的是黄瓜。

当地依托黄瓜建立蔬菜交易市场，辐射带动周边村

镇发展蔬菜产业，年交易额达 7.8 亿元。沂南黄瓜畅销国

内 50多个大中城市，小黄瓜成了当地的富民大产业。

但沂南人并没有满足于“种黄瓜、收黄瓜、卖黄瓜”的

致富模式。

沂南县果蔬产量大，但以批发零售和初加工为主，附

加值低，处在产业“微笑曲线”的底端。这让庄锦记等龙

头企业坐不住了，他们引入无菌冷灌装生产线，与多家科

研院所合作研发黄瓜青汁、黄瓜蔬菜复合功能饮品等系

列产品，补齐黄瓜精深加工短板。

被赋予高附加值的不仅仅是黄瓜。口蘑片、菠菜

段……在山东青果食品有限公司，普通蔬菜经过一系列复

杂的加工流程变成预制菜，然后漂洋过海，成为日本、美国、

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餐桌上的美味佳肴。

智能生产，一只鸡分割成
249种产品

记者走进沂南超和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和食品”）

的产品展区，炸鸡的香味扑鼻而来。炸鸡只是公司的众多产品

之一，将一只鸡“吃干榨净”，成为超和食品的核心竞争力。

“我们投资 1 亿元引入荷兰智能化生产流水线，每日

加工 40万只鸡，半小时内可将一只鸡分割成 249种产品。”

超和食品总经理彭春香告诉记者，这条生产线实现了从

活禽入场到成品产出的全自动化，用工减少 40%以上，年

加工量突破 1亿只鸡。

先进技术介入，改变了超和食品的发展方式。加工

车间由原先的“劳动密集型”变成了“技术密集型”。超和

食品成为肯德基、华莱士、双汇、中粮、西贝等知名企业供

应链上的一环。

在沂南采访，记者发现类似企业还有不少。他们没

有舍弃当地农业的传统优势，而是因地制宜，通过变换赛

道或打法，闯出一片天地。

另辟赛道，“小弟”跨界成
“大哥”

食 品 产 业 是 沂 南 县 铜 井 镇 的 传 统 优 势 产 业 ，但

产 品 附 加 值 低 ，缺 少 龙 头 企 业 。 作 为 铜 井 镇 代 表

企 业 之 一 ，帅 克 集 团 向 宠 物 食 品 领 域 迈 出 了 跨 界

的 一 步 。

在沂南县铜井镇宠物食品产业园里，帅克集团创

始人袁方选择了一条好赛道。“我们的宠物干粮、宠物

罐头、宠物火腿肠、宠物冻干食品等产品畅销市场。”袁

方说。

袁方认为，沂南背靠“中国物流之都”临沂，全县禽类

及其他原料资源丰富、品质优良、供给稳定，具有极强成

本优势和规模效应，发展高端宠物食品产业有得天独厚

的条件。

事实证明，袁方的分析是对的。短短几年间，帅克集

团便从国内宠物食品界的“小弟”变成了行业“翘楚”，更

成为沂南宠物行业的“链主”。

“ 我 们 将 继 续 瞄 准 预 制 菜 、宠 物 食 品 和 功 能 食 品

三 大 主 攻 方 向 ，与 江 南 大 学 、浙 江 大 学 等 高 校 合 作 ，

研发在全国有影响力的核心品类、主打产品，引导企

业从规模效益向品牌效益转变。”沂南县政府有关负

责人说。

山东沂南山东沂南：“：“土特产土特产””变成变成““金饭碗金饭碗””

科技日报讯 （记者韩荣）近日，记者

从山西农业大学获悉，该校小麦玉米一年

两熟高产攻关团队研发的“耕播优化水肥

精量绿色高产栽培技术”日前在“烟农

1212”高产示范田进行实收测产，11.78 亩

“烟农 1212”小麦，取得亩产 690.57 公斤的

好成绩。

测产当天，专家组听取了项目组研

究应用该技术的情况报告，并根据农业

农村部相关要求，在示范区用联合收割

机收割 11.78 亩连片田块的小麦。收割

前 ，专 家 组 对 联 合 收 割 机 进 行 清 仓 检

查。收割后，专家组丈量面积、称重并计

算产量。经过严格的面积核实、称量、扣

除 水 分 和 杂 质 后 ，得 出 小 麦 平 均 亩 产

690.57 公斤的结果。

近年来，山西农业大学小麦玉米一

年两熟高产攻关团队优选品种，提升整

地与播种的质量，精准高效地进行水肥

管理，优化病虫草害综合防治措施，研发

集成以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为核心的冬

小麦—夏玉米“耕播优化水肥精量绿色

高产栽培技术”。

今年，该技术在山西省永济市董村

农场实施大面积示范，示范面积达 1000

亩，其中高产创建核心区 160 亩。山西

农业大学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示范真

正 实 现 了 让 技 术 从 专 家 试 验 田 走 向 农

民生产田，充分发挥了“耕播优化水肥

精量绿色高产栽培技术”在提升产量方

面的潜力，提高了水肥利用效率，实现

了增产增收。

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指导组副组长、

山东农业大学原副校长王振林介绍，当地

小麦的平均产量约为每亩 400 公斤，而示

范点小麦平均亩产比当地小麦的平均亩

产高 290公斤。

当天，山西省永济市小麦种植大户

王强也参与了小麦测产，结果令他十分

开心。

“ 近 年 来 ，我 管 理 的 这 块 土 地 亩 产

500—550 公斤小麦，但是今年应用绿色高

产栽培技术后，亩产超过 690公斤，达到了

预期目标。”王强说。

山西农业大学新技术助小麦高产

科技日报讯（记者张景阳）近日，中国农业大学与内蒙古民族大

学、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农牧科学研究所联合召开的“冬黑麦+”种

植技术模式观摩会，在通辽市开鲁县林辉草业种植有限责任公司的

种植田内举行。记者在现场看到，一人高的冬黑麦郁郁葱葱，一派生

机盎然的景象。该种植田共有冬黑麦 1000亩。测产结果显示，冬黑

麦亩产鲜草可达 3.18吨。

观摩会上，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国家牧草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

王显国介绍，“冬黑麦+”种植模式，为打破饲草增产瓶颈提供了可能

性。黑麦是越冬作物，返青早，生长速度比春播燕麦快，通常在 5 月

底至 6月上旬即可收获，更利于调制干草。采用“冬黑麦+青贮玉米”

轮作模式，可在不占用耕地的情况下，提高优质饲草供应量，从而有

效缓解当地优质饲草的供需矛盾。

黑麦叶量大，茎秆柔软，营养丰富，可做粮食，也是优质饲料。黑

麦由中东地区引入我国后，主要栽培于北方山区或较寒冷地区。和

其他谷类相比，黑麦适应能力强，在高海拔地区生长良好。在所有小

粒谷物中，其抗寒能力最强，生长范围甚至可至北极圈。

作为禾本科一年生越冬性饲草作物，冬黑麦可以一年两作。这

能有效缓解冬春季节饲草短缺对养殖业的影响，助力规模化养殖。

同时，利用冬、春冷凉季进行冬黑麦生产，既能提高土地利用率，还可

以覆盖冬、春季裸露土地，防风固沙效果明显。

通辽市农牧科学研究所作物与旱作研究室主任白乙拉图说：“冬

黑麦在通辽地区有非常大的种植价值，一方面在生态保护上能提高

土壤防风蚀能力；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土壤肥沃指数，不影响下茬荞

麦、向日葵以及青贮玉米等作物的种植。和以往相比，推广应用冬黑

麦一年两作种植技术后，基本实现了增收。目前，通辽市冬黑麦推广

种植面积累计达 1万多亩。”

内蒙古通辽推广“冬黑麦+”种植模式

六月，正是四季红油香椿大田移栽的黄金时期。记者来到云南

省临沧市永德县大雪山乡蚂蝗箐村，放眼望去，远处的香椿地里一片

繁忙。挖坑、栽苗、灌溉……各环节井然有序，村民忙得热火朝天。

以前，只有春季才能吃到新鲜香椿。如今，一年四季都能种植、

采收香椿。大雪山乡蚂蝗箐村大旧地自然村种植户宋真发边挖坑边

说，2023年，他在闲置地块种了 10亩四季红油香椿，亩产值在 3500元

以上，增收 3.5万余元。今年他打算扩大种植面积。

四季红油香椿营养丰富、用途广、价格高，嫩叶可烹制成多种佳

肴。深加工后，可制成香椿粉、香椿酱、香椿饼等产品。从香椿中提

取的黄酮素，还可用于医药、美容护肤品行业。

“我们村去年种了 204 亩四季红油香椿，亩产达 34.6 公斤，产值

近 46 万元。这充分调动了村民种植的积极性。今年我们村计划新

种植 800多亩香椿，目前已种植 300多亩。”大雪山乡蚂蝗箐村支部书

记罗春雷介绍，按照上年销售收入，预计今后全村村民每年至少能增

加 288 万元的经济收入，还能有效带动村级集体经济增收 6 万元以

上，受益农户有望超过 142户，受益人口超过 568人。

永德县尝到种植香椿甜头的不止大雪山乡蚂蝗箐村。

近年来，随着国内四季红油香椿市场扩大，永德县对相关产业进

行了实地考察调研。永德县结合实际情况，引进四季红油香椿，还积

极探索“党组织+公司+种植户”的运作模式。该县于 2023 年初引进

云南四季香椿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发展四季红油香椿产业。

“我们在德党镇勐汞村、大雪山乡蚂蝗箐村适宜地块推广种植四

季红油香椿，引导村民积极参与到特色产业发展中来，全面做好产业

强县文章。”永德县地方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鲁有军说。

近年来，永德县锚定云南省“3815”战略，紧紧围绕县域发展规

划，通过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做好延链、补链、强链文章，着力构

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走出一条具有永德特色

的绿色食品产业发展之路。

云南永德的香椿“致富经”

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振民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社员正在为盛果期黄瓜落蔓。 受访者供图

云南省临沧市永德县大雪山乡蚂蝗箐村的村民在田间学习香椿
育苗技术要领。 云南永德县融媒体中心供图

正值“三夏”时节，各地农民紧抓农时，耕地插秧。6月 22日，村
民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脊梯田插秧。

新华社记者 周华摄

龙脊梯田农事忙

图片新闻

夏日炎炎，又到了各种瓜类水果上市

的季节。

6月 7日，江苏省农科院举行了地理标

志+亚夫科技服务江宁横溪工作站工作推

进会暨苏蜜苏甜系列西甜瓜新品种与绿

色轻简化生产技术观摩会。记者从会上

了解到，南京市江宁区横溪街道千余户瓜

农种植的该院选育的“苏蜜 518”“金曈”等

优势特色品种西瓜每亩约增产 12%，每亩

约增收 940 元，产业增加值达 1128 万元。

“苏蜜 518”“金曈”等西瓜肉质细嫩、爽口

多汁、风味十足，赢得市场青睐。

江苏省西甜瓜种植历史悠久，近几年

当地西甜瓜种植面积超 200 万亩，产量近

800万吨，产值超 300亿元。

然而，近年来江苏西甜瓜产业瓶颈问

题逐渐显露：一是劳动力紧缺；二是部分

产区设施土壤连作障碍较严重，影响产量

和品质；三是气候变化加剧，低温冻害、病

虫害等有加重趋势。面对这些挑战，亟须

培育多抗品种，研发推广简约化生产和配

套栽培技术。

“今年早春时节，江苏遭遇倒春寒，许

多瓜农种植我们推广的品种，按照专家给

出的对策建议进行田间管理，成功应对了

低温灾害。”亚夫科技服务江宁横溪工作

站站长、国家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

学家、江苏省农科院蔬菜研究所副研究员

刘广说。

推动西甜瓜产业发展，品种创新是关

键。近年来，江苏省农科院蔬菜研究所加

大选育力度，先后选育出苏蜜系列西瓜、

苏甜系列甜瓜。这些新品种让瓜农觉得

好种，消费者觉得好吃，瓜贩觉得好卖，是

名副其实的“三好瓜”。

“以‘苏蜜 518’为例，我们选用至少 8

个亲本进行杂交，这些亲本有的抗病能力

强，有的品质高，有的产量稳定。我们经

过十年左右时间筛选、稳定，才能培育出

一个新品种。”刘广介绍，“苏蜜 518”属于

早熟品种，易坐果，单果重 4—7公斤，瓤色

为粉红色，中心糖度为 12%—13%，适合采

用大棚早熟栽培模式。许多人品尝后都

认为，“苏蜜 518”让他们找回了儿时的瓜

香味。

“这两年引进的新品种瓜销路特别

好。据我了解，之前所有农户一周最多卖

十万斤瓜。今年地里很多瓜还没长成，就

被订出去了。”南京横丹绿能农产品专业

合作社理事、江苏省劳动模范张静说，原

来种植西瓜都是靠经验，不仅劳动强度

大，效率还低。现在有绿色轻简化生产技

术，效率高了不少，还节约了成本。

在观摩会现场，专家还为农民进行了

示范种植和新技术现场教学。

“我们主要示范了绿色轻简化生产

技术中的设施西瓜甜瓜集约化节肥减药

增效生产技术。除了观摩会，我们还会

定期举办培训会，站点的技术人员每周

会到田间地头‘问需把脉’。”刘广介绍，

这是江苏省农科院蔬菜研究所研发的一

项核心技术，入选 2024 年农业农村部主

推技术。该技术具体包括嫁接苗集约化

生产、水肥一体化追肥滴灌、连作障碍生

态防控和蜜蜂（熊蜂）授粉，配套技术包

含设施机械化耕作、地膜减量替代、病虫

害绿色防治和产品质量管控等，可解决

上市产品良莠不齐、配套轻简化栽培技

术缺乏等问题。

江宁横溪工作站自 2022 年 9 月成立

至今，已在横溪街道将新品种西瓜及新技

术 推 广 至 1.2 万 多 亩 ，减 少 化 肥 用 量 约

20%，减少农药用量约 33%。

种出“三好瓜”农民乐开花

在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横溪街道，瓜农在售卖西瓜。 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