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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近日，新疆哈密市伊州区南湖乡的

瓜农们迎来收获季。哈密老瓜乡农产品

专业合作社种植了 8000 亩哈密瓜，头茬

商品瓜日前已采摘完毕，发往北京、上海

等城市。

种植大户赵宏远告诉记者，由于创

新性采取了研产销一体化模式，合作社

社员每亩地的收益至少要比一般农户多

两千多元。

研产销一体化模式，正在助推哈密

市 哈 密 瓜 产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 日 前 在 哈

密 市 举 行 的 第 十 八 届 哈 密 瓜 节 暨 第 二

届哈密瓜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上，各项

展会、座谈会及发布活动围绕研产销一

体化模式展开。记者听论坛、访企业、

进瓜田，探析哈密“甜蜜”产业如何越做

越强。

扩大优良种质资源

在本届哈密瓜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

上 ，一 位 特 殊 嘉 宾 获 得 格 外 热 烈 的 掌

声。她就是年过九旬的中国工程院院士

吴明珠。这位中国西甜瓜育种事业的开

创者，在此次大会上获颁中国哈密瓜产

业协同创新平台名誉主席聘书。

由哈密市政府发起、成立于 2023 年

的哈密瓜特色鲜果产业链平台与吴明珠

团队紧密合作，共建百家联合研发平台，

深度联动十大产区，全面推动研产销一

体化布局。哈密瓜特色鲜果产业链平台

还联合中国农业科学院、新疆农业科学

院等 60 余家科研单位共建品种选育与测

试体系，加快育种进度，适应不断变化的

市场需求。

为了向全国游客展示哈密瓜品种的

多样性和丰富性，更好保护传统哈密瓜

品种，哈密市政府在伊州区花园乡卡日

塔里村投资建设占地 100 亩的哈密瓜品

种展示园，先后种植 310 余种哈密瓜。

哈密市伊州区种业研究开发中心良

繁科科长、推广研究员刘伟介绍，哈密

是哈密瓜原产地，有上千年种植历史。

近年来，哈密市深入开展哈密瓜种质资

源提纯复壮保护性研究，进行新品种、

新技术、新材料引进试验与示范，实施

哈 密 瓜 种 质 资 源 保 护 与 利 用 项 目 。 据

了解，哈密市投资 3000 万元对哈密瓜鲜

果种质资源库进行提升改造，如今资源

库 可 容 纳 5000 余 份 种 质 资 源 ，已 有 近

400 份哈密瓜种质资源入库。

推进强链补链延链

在会上发布的《哈密瓜质量分级》联

盟标准也备受瞩目，这是哈密瓜高质量

发展产业联盟发布的首部标准，将作为

指导联盟成员对哈密瓜质量进行等级划

分的通用技术文件。该标准覆盖和适用

于 全 国 哈 密 瓜 主 要 产 区 及 主 要 种 植 品

种，对全链条全生命周期质量管理、综合

质量等级划分进行了明确规定，其中包

含生产基本要求和果实品质分级要求。

中国标准化协会监事长、总工程师

高建忠说，联盟标准的实施有助于实现

研产销融合，让好瓜卖上好价钱。

哈密瑞农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办

公室主任张晓彤说，根据质量分级，哈密

瓜被分为精品、优品和良品 3 个等级。为

了产出精品哈密瓜，种植全过程都要高

标准、严要求。企业下一步将引进更多

高层次人才和现代化技术装备，更好把

控哈密瓜品质。

哈 密 瓜 不 仅 好 吃 ，还 可 以“ 好 玩 ”。

为了延伸价值链、释放新价值，哈密瓜产

业跨界走上了文创路线。大会发布了哈

密瓜产业链延伸产品 IP——“哈小蜜”，

同 步 开 放“ 哈 小 蜜 ”潮 牌 文 创 空 间——

“哈小蜜”总部店及流动餐车。哈密瓜口

味的各类饮品、冰淇淋让人大饱口福，

“哈小蜜”冰箱贴、徽章、打卡印章等系列

文创产品让人眼前一亮。

哈密瓜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暨哈密

瓜 节 筹 备 工 作 委 员 会 副 主 任 张 国 栋 介

绍 ，哈 密 市 正 加 快 推 进 哈 密 瓜 精 深 加

工，鼓励企业在现有基础上开展新产品

研发、设备技术改造升级、品牌创建和

市场开拓，抓好哈密瓜产业强链补链延

链工作。

架起田间到餐桌桥梁

大会期间，各大产区的哈密瓜同台亮

相，种子、化肥、农用机械、移动冷库等哈

密瓜产业链上中下游产品悉数展出，架起

哈密瓜产业“从田间到餐桌”的桥梁。

中意埃欧克冷链设备有限公司创始

人李芊润介绍，公司专门从山东青岛运

来自冷保鲜库，自冷技术可有效延长哈

密瓜的“甜蜜周期”。“一下午就洽谈了几

十个客户，不少哈密企业当场就下了订

单 。 我 也 获 取 了 哈 密 瓜 产 业 的 最 新 动

态，明确了公司下一步发展思路。”李芊

润说。

链 上 发 力 ，产 业 聚 力 。 链 条 的 力

量，也传导至销售端。在本次大会的系

列 活 动 之 一 ——2024 全 国 哈 密 瓜 体 系

经销商大会上，中国哈密瓜经销商百强

协 同 平 台 成 立 。 该 平 台 通 过 整 合 消 费

端优质经销商资源，挖掘产地优质企业

潜力，助力种植端从业者以最短时间、

最小成本，实现优品优价。根据参会企

业需求，大会还甄选有产销对接业务需

求的重点单位召开对接沙龙会，组织国

内 知 名 水 果 采 购 商 前 往 哈 密 市 哈 密 瓜

主要产区考察，促成产销对接。

哈密市委副书记、市长吾拉木江·热

依木表示，哈密市积极探索研产销一体

化发展模式，通过举办一系列哈密瓜主

题活动，全方位呈现哈密瓜特色鲜果产

业链平台建设最新进展及成果，同时为

参会者提供一个交流合作的优质平台，

推动哈密瓜产业在种植技术、品牌推广、

市场拓展等方面实现高质量发展。

探索研产销一体化模式

新疆哈密做强“甜蜜”大产业

日前，记者参加江苏省无锡市委

宣传部组织的“‘荷’美中国·‘桃’醉无

锡——2024 主流媒体无锡行”活动，走

进“中国水蜜桃之乡”无锡市惠山区阳

山镇。记者在此看到，来提货的客户

络绎不绝，一辆辆满载水蜜桃的快递

车，驶向四面八方。

从“一只桃子”的单链条经济，到

“一棵桃树”的全链条经济，再到“一片

桃源”的文旅产业，阳山正在书写乡村

振兴的新“桃花源记”。

生长条件得天独厚

阳山镇阳山村党总支书记姚剑介

绍，阳山水蜜桃与众不同，个头大、甜

度高、口感好，深受消费者喜爱。

阳山水蜜桃为何如此独特？姚剑

介 绍 ，这 得 益 于 一 座 死 火 山 —— 阳

山。火山灰土壤富含多种矿物质和微

量元素，土壤肥沃，营养丰富，孕育出

阳山水蜜桃独特的风味。同时，阳山

镇位于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的过渡地

带，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分明，阳光充

足，雨量充沛，无霜期长，为水蜜桃的

生长提供了良好气候条件。

“如今，阳山水蜜桃有 20 多个主

栽品种。又大又美的‘大白凤’、甜度

超高的‘湖景’、汁多香浓的‘阳山蜜

露’……这些都是科研人员和桃农多

年来选育出的优质品种，与早年的水

蜜桃相比，现在的桃个头越来越大、

甜度越来越高、汁水丰盈。其中，‘湖

景 ’成 了‘ 能 用 吸 管 吸 的 桃 子 ’的 代

表，也是阳山水蜜桃走向市场的‘金字

招牌’。”无锡市惠山区阳山水蜜桃桃

农协会会长金唯新说。

科学种植提升品质

阳山水蜜桃的独特之处，还在于

科学的种植方法。

记者了解到，每年，当地农技师都

会深入田间地头提供田地排水、病害

防治、品种嫁接和授粉等技术支持，确

保桃树健康生长和高产。

据介绍，近年来，阳山镇大力推广

水蜜桃 Y 形种植技术。“我们将桃树传

统的主枝自然开心形改为更适合机械

化作业的 Y 形树形，这种改造有助于

改善果园的通风和光照条件，能更好

促进水蜜桃生长发育。”无锡市惠山区

阳山水蜜桃桃农协会理事赵逸人说。

赵逸人介绍，与传统种植方法相

比，Y 形种植技术能种更多水蜜桃树，

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增加了产量；改造

树形可使施肥、除草、打药等操作更容

易通过机械完成，提高了工作效率，降

低了劳动成本；Y形种植技术简化了树

形结构，使养分更有效输送到果实里，

因此水蜜桃能更早进入盛产期。此

外，Y 形种植技术能确保光照均匀，使

水蜜桃外观更佳，商品价值更高。

链式发展壮大产业

在阳山，科技种桃已成为桃农们

的共识，各种新技术遍地开花。Y形种

植技术与物联网技术结合起来，实时

监测桃树生长情况；水蜜桃种植实现

土壤肥料有机化、田间生产机械化、病

虫防治绿色化、水肥管理设施化、田间

管理标准化……

桃子种得好，桃农腰包鼓。作为

阳山水蜜桃核心种植区之一，桃源村

种植 4500 亩水蜜桃，一亩地大约种 38

棵桃树。今年个大的水蜜桃论个卖，

一个六七两的桃可卖 20元以上。

现在的阳山镇，家家户户都种桃

树。科技支撑下，当地桃产业快速走

向深加工、规模化、精品化、数字化之

路。阳山不断创新“桃产品”，生产桃

木根雕、桃核制品等桃木工艺品，开发

蜜桃汁、蜜桃酒等多种产品。今年，阳

山与科研单位深度合作，研发上线阳

山桃胶粉、桃胶口服液等桃衍生系列

产品。

阳山不仅有完整的水蜜桃产业

链 ，还 大 力 发 展“ 桃 文 化 ”，力 促 农

文 旅 融 合 ，全 面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 桃

甜 、景 美 、乐 生 活 ”的 阳 山 画 卷 越 绘

越精彩。

无锡阳山：书写乡村振兴新“桃花源记”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阳山镇工人正在分装水蜜桃。 孙嘉隆摄

作为第十八届哈密瓜节暨第二届哈密瓜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的重要活动之一，哈
密瓜产业博览会同期举行，来自全国十大哈密瓜主产区的哈密瓜集中亮相。

本报记者 梁乐摄

这段时间，正是姬松茸采摘的好时节。

在云南省临沧市永德县小勐统镇象圈坝姬松茸种植基地里，一

排排大棚整齐排列。记者掀开大棚一角，只见 6层菌床层层叠垒，一

朵朵姬松茸破土而出，圆溜溜、胖嘟嘟的模样甚是招人喜爱。

姬松茸是珍贵的食药兼用真菌，原产于巴西、秘鲁等地，适宜在

高温、潮湿、通风环境中生长。如今，在云南永德，姬松茸为种植大户

和周边农民撑起“致富伞”。

“种好姬松茸，最重要的是要有成熟的技术和优质菌种资源。”象

圈坝姬松茸种植基地负责人黄德源介绍，目前，基地有两名技术员，

严控种植各个环节。每座大棚年产量可达 6—7 吨，每吨能卖 1 万元

左右，收入可观。基地盘活了 19.65亩闲置土地，总投资 120万元，建

设了烘烤机房和 16个种植大棚。

这几天，每座大棚每天可采摘菌菇两到三次，一批菌菇采摘完

后，晾棚 5天、浇水 2天、闷棚 2天，就能再采下一批，预计今年能采摘

到 10月底。

在姬松茸加工厂房内，工人用小刀熟练地给刚采摘的姬松茸削

根，然后进行清洗，再用专用烘烤机烘干。烘干后的姬松茸采用真空

包装，通过线上订单销往广东等地。进入采摘高峰期，象圈坝姬松茸

种植基地每天用工约 15 人。“姬松茸好吃又好卖，我们不用外出务

工，在家门口就能挣钱！”当地村民李文祥说。

该基地带来的好处不止于此。基地员工将甘蔗渣、稻草、玉米秆

和牛粪混合制作成种植菌料，大幅降低了种植成本，也改善了农村人

居环境。

记者了解到，除了小勐统镇，永德县崇岗乡也积极发展姬松茸产

业，目前已建大棚 78 个，产量可达 600 吨左右，2023 年产值超 540 万

元。在姬松茸采摘季，基地采摘、浇水、削菇脚等工作有效带动村民

务工达 3万人次/年。

云南永德：姬松茸撑起“致富伞”

图为云南省临沧市永德县小勐统镇象圈坝姬松茸种植基地。
受访者供图

绝壁起天梯，飞龙跃江海。

一桥飞架，天堑变通途。桥塔作

为桥梁的核心承力构件，正向着 300

米高甚至更高迈进，但高空作业环境

恶劣、施工风险大、工程质量难以保

证等难题随之而来。

近年来，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二航局”）秉

承“ 争 科 技 领 先 ，创 管 理 一 流 ”的 企

业 精 神 ，大 力 实 施 创 新 驱 动 发 展 战

略，持续提高路桥、港航等全方位专

业技术水平，形成以一体化智能筑塔

机为代表的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核心领先装备，为桥梁建设智能化

作出突出贡献。

“移动工厂”矗立伶仃洋

从“叹零丁”到“跨伶仃”，深中通

道是一个时代的见证。

今年 6 月 30 日，这个举世瞩目的

超级工程正式通车试运营。这是集

“桥 、岛 、隧 、水 下 互 通 ”为 一 体 的 跨

海 集 群 工 程 ，路 线 全 长 约 24 公 里 。

由中交二航局承建的深中大桥是深

中通道的关键性控制工程。

深中大桥索塔高 270 米，相当于

90 层楼高，技术难度大、建造工艺复

杂。

要在伶仃洋上建造超高桥塔并

非易事，大桥长期处于大风频繁、高

温、高湿、高盐的恶劣环境。怎样让

施工不受场地、气候等条件限制？如

何保证施工作业人员安全？

中交二航局技术团队集中精力，

找寻突破点，借鉴工业化制造思路，

创新提出超高混凝土桥塔“竖向移动

工厂”建造理念，自主研发了一体化

智能筑塔机，全方位实时监测与控制

施 工 全 过 程 的 人 、机 、料 、物 、法 、环

等要素。

按照固定工位工厂化作业模式，

中交二航局技术团队在筑塔机上设

置了竖向 7 个不同功能区，依次对主

塔进行钢筋部品连接、混凝土浇筑、

混凝土养护、筑塔机爬升、预埋件拆

除等作业，各功能区各司其职、互不

干扰，先浇筑、再养护。

同时，技术团队将筑塔机上原本

固定的连接方式转化为可以活动的

铰接装置，每套铰接由 4 个“共生”滑

轮 组 成 ，分 别 承 担 承 重 、角 度 调 节 、

倾斜角检测、精度控制作用。

“这套活动装置相当于给筑塔机

安装 4 个强壮又灵活的‘关节’，既能

稳定支撑，又能灵活转动，确保体型

巨 大 的 筑 塔 机 安 全 平 稳 地 竖 向 爬

升。”中交二航局技术中心总经理田

唯介绍。

2021 年 6 月，深中通道东索塔成

功封顶。在一体化智能筑塔机支撑

下，桥塔实现混凝土 7 天以上养护时

间 ，爬 模 系 统 单 节 塔 柱 施 工 进 度 从

0.6 米/天提升至 1.2 米/天，所需浇筑

现场工人从 15 名减少至 6 名。

“筑塔神器”惊艳长江口

长江入海，奔流不息。江上一座

白色索塔高耸入云，这是中交二航局

承建的常泰长江大桥。

大 桥 全 长 10 公 里 ，是 长 江 上 集

高 速 公 路 、城 际 铁 路 、一 级 公 路“ 三

位一体”的过江通道。其中，主航道

桥主跨为 1176 米，大桥主塔采用“空

间 钻 石 型 ”设 计 ，高 352 米 ，相 当 于

120 层楼高，其对混凝土外观要求达

到清水混凝土的标准。

清水混凝土浇置后，不需涂装，

不用瓷砖、石材等材料，以“素颜”惊

艳亮相。

要完成这项工程并非易事 。在

深中通道应用的第一代筑塔机自重

近 500 吨 ，塔 柱 承 受 巨 大 荷 载 ，设 备

安拆风险和难度高，对保持混凝土外

观也是挑战。中交二航局技术团队

决定对筑塔机进行优化升级，新一代

轻型智能筑塔机的研发工作随即上

马。

按照能减则减、能缩则缩原则，

技术团队通过系列优化设计，不仅提

升了工人通行和筑塔机爬升时架体

操作的便捷性，还将筑塔机总体自重

缩减至 248 吨，比第一代产品重量减

轻近一半。

同时，为进一步提高筑塔智能化

水 平 ，满 足 清 水 混 凝 土 外 观 质 量 要

求 ，技 术 团 队 研 发 了 成 套 智 能 化 装

置，可实现基于筑塔机的混凝土智能

布料及阵列式振捣、基于可视模板窗

口的混凝土浇筑质量实时监测、模板

自动清理及喷涂、混凝土温湿度可调

的智能养护。这些装置实现了超高

桥塔高品质混凝土的一体化智能浇

筑，为常泰长江大桥桥塔混凝土“美

容养颜”提供坚实保障。

“升级后，筑塔机的混凝土养护

功能更加完备，能达到工厂内标准化

养护条件，保证了恶劣环境下混凝土

的外观品质。”田唯说。

眼 下 ，一 体 化 智 能 筑 塔 机 采 用

机 械 作 业 、智 能 控 制 与 数 字 监 控 相

融合的方式，以安全管理、高质量建

设为目标。它将原本需在现场复杂

环 境 中 完 成 的 工 作 ，转 移 到 可 控 的

工 厂 环 境 中 ，实 现 对 混 凝 土 桥 塔 建

造 工 艺 的 革 新 ，形 成 现 浇 结 构 全 过

程 工 业 化 智 能 建 造 体 系 ，并 持 续 迭

代 升 级 ，在 多 个 工 程 成 功 应 用 。 这

套装备开创了超高大跨桥梁混凝土

桥塔工厂化、智能化建造的先河，持

续 推 动 桥 梁 建 设 行 业 工 业 化 、数 字

化、智能化变革。

（肖浩 李阳）
数据来源：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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