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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朱彤 通讯员吴存
远）10 月 26 日，记者从新疆农垦科学院获

悉，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专家组成的

测产组对第二师三十七团、三十八团的玉

米高产创建百亩田、千亩方示范田进行实

打实收测产。结果显示，百亩田平均亩产

1202.4 公斤，千亩方平均亩产 1002.88 公

斤。这意味着兵团首次在沙化土地上实

现了千亩连片“吨粮田”的突破。

兵团第二师三十七团、三十八团地

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自然环境恶劣，

年降水量稀少，风沙肆虐，土地沙化严

重。在传统观念中，这里被视为农业生

产的“禁区”。

新疆农垦科学院秉承“创新科技、服

务兵团、造福职工群众”理念，发挥科研院

所在产业协作生产、科研协同创新、粮食

安全等方面的支撑引领作用，组建专家技

术服务团队扎根大漠，为第二师三十七

团、三十八团春播籽粒玉米“吨粮田”攻关

提供技术支撑，探索适合南疆沙化土地特

点的玉米高产栽培技术路径。

借 鉴 第 六 师 奇 台 农 场 和 第 四 师 玉

米 高 产 模 式 ，专 家 团 队 严 格 落 实“ 增

密、降高、系统化调、肥水调控”关键技

术 措 施 ，有 效 克 服 了 干 旱 、风 沙 大 、土

壤 贫 瘠 等 不 利 影 响 ，形 成 塔 克 拉 玛 干

沙 漠 玉 米 良 种 良 法 相 配 套 的 高 产 种 植

新模式。

新疆农垦科学院研究员段震宇说，新

疆受耕地和水资源约束，单纯依靠扩大面

积增加产量的空间已十分有限，产能提升

的主要途径是提高单产。今后，他们将进

一步总结技术经验，全力打造塔克拉玛干

沙漠南缘籽粒玉米高产典型示范区，为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更大贡献。

新疆：沙化土地种出玉米“吨粮田”

9月 24日清晨，科技特派员、山东省农

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员尹燕雷从泰

山脚下出发，驱车 200公里，又一次来到位

于山东南部的枣庄市。

拥有 12 万亩石榴园的枣庄市被誉为

“中国石榴之乡”，也是我国石榴集中连片

种植面积最大、品种最多、产业链最完整

的地区之一。在当地，石榴种植、贮藏、加

工、销售及文旅，串成了一条庞大的产业

链。科技日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条

产业链的完善与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尤其

是尹燕雷团队的支持分不开。

大棚给石榴上“保险”

新疆的喀什噶尔石榴，酸甜多汁；四

川的紫美石 榴 ，口 感 独 特 ；陕 西 的 御 石

榴，风味浓郁……这些来自天南地北的

石榴，都能在全国唯一国家级石榴种质资

源库——位于枣庄市峄城区榴园镇的石

榴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里找到。

枣庄市石榴研究院院长李志强向记

者介绍，这个资源库目前保存 473 份国内

外石榴种质，数量位居全国第一。

简 单 来 说 ，种 质 就 是 生 物 体 内 的

“遗传密码本”，携带着生物体生长、发

育 、繁 殖 以 及 适 应 环 境 所 需 的 所 有 信

息，并通过遗传传递到下一代。在专家

看来，种质资源是培育优质、高产作物的

物质基础。

尹燕雷有一个习惯，每次到外地出

差，总要寻找特异石榴新种质。如果有，

他总要采集几份，送到石榴国家林木种质

资源库。多年来，他所在的果树研究所向

该资源库提供了 56份石榴种质。

有了丰富种质资源还不够，在实际生

产过程中，石榴的耐寒性问题一直是困扰

果农的难题。

记者见到尹燕雷的科技“合伙人”、峄

城区天使红石榴种植专业合作社社长李

永水时，他正在自家的 6 亩石榴园里忙

活。这位 58 岁的农民跟石榴打了近 50 年

交道。在他记忆中，石榴不耐冻，“三年一

小冻，五年一大冻”，最糟糕的时候，“一年

损失几十万元是有的”。

这种情况在当地非常普遍。石榴是

舶来品，原产于中亚地区，适于在温带和

热带地区生长，惧怕寒冷。

生产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就是科研人

员的课题。瞄准这一痛点，尹燕雷团队申

报了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山东石榴

冷棚栽培技术研究与示范”，设计了数种

棚架结构，深入系统地研究不同棚架结构

对石榴树适应性和抗寒性等生物学特性

的影响。

为石榴树建大棚，可行吗？

在枣庄，李永水“第一个吃螃蟹”。他

按照尹燕雷的想法，在自家石榴园里建起

了 6 个大棚，到 12 月初及时扣棚。李永水

说，建大棚后 6年来，自家数百棵石榴树始

终生长发育良好，即使冬季遭遇极寒天

气，也安然无恙。

站在石榴园中，李永水给记者算了一

笔账：使用钢架作为大棚支架，寿命一般

在 10 年以上，加上覆盖的棚膜，每年每亩

折旧费大约 1000多元，成本不算高。“扣棚

之 后 冬 天 再 也 不 用 担 心 石 榴 树 被 冻 死

了。这就像给石榴树上了一道‘保险’。”

他说。

科技提升产品附加值

记者在枣庄石榴精品种植示范园看

到，一座座大棚就像一座座白房子，有些

是单栋冷棚，有些是连栋薄膜棚，有些则

是高档连栋玻璃棚。

国内石榴种植一般都是露地栽植，将

设施农业引入石榴产业，这是破天荒的探

索。尹燕雷成功了，石榴设施栽培技术相

继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国际发明专利，并

成为地方标准。更重要的是，以李永水为

代表的种植大户通过实践证明了这种技

术的可行性。

试验成功，加速了科技成果的推广步

伐。如今，尹燕雷团队的技术在枣庄峄城

区新建的 230亩标准化智能化精品石榴示

范园落地。

九月的阳光下，中峄农业科技发展

（山东）有限公司的石榴基地迎来最好的

季节。这里是各式各样石榴树微型盆景

的“展示台”，还是石榴新品种的试验田。

公司负责人刘广亮说，基地栽培着全国各

地的代表性品种石榴，其中来自山东省农

业科学院的品种有 6个。

“岱红 1 号”石榴，在刘广亮心中是抗

寒、抗裂、品质优的好品种。这个由尹燕

雷团队成员冯立娟选育的品种已在基地

扎下了根。

刘 广 亮 的 另 一 身 份 是 王 老 吉（枣

庄）大健康产业园负责人。该产业园集

石榴科研、种植、加工、营销于一体。在

种植端，产业园与山东省农业科学院果

树研究所展开深度合作；在加工端，产

业 园 与 该 院 农 产 品 加 工 与 营 养 研 究 所

副研究员刘超团队展开合作。“我们与

该所合作推出的红参石榴汁、石榴花草

茶等新产品，短时间内销售额超过 8200

万元。”刘广亮说，科技力量的介入，提

升 了 产 品 附 加 值 。 原 本 平 平 无 奇 的 石

榴原汁，经过 26 道生产工序，变成了十

几种产品。

刘广亮和枣庄石榴产业的其他创业

者还有新目标——推动枣庄石榴成为百

亿级产业。想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更多

科技特派员的加入。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党委书记梁金光

说，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将加强石榴科研

团队建设，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与枣庄

市及石榴企业同题共答、同频共振、同

向发力，共同推动枣庄石榴产业高质量

发展。

破解“三年一小冻，五年一大冻”难题

山东枣庄：科特派为石榴树建起“白房子”
毛色纯黑、肉质鲜美的大足黑山羊，不仅实现了规模化养殖，还

实现了批次化生产。今年上半年，重庆市大足区存栏大足黑山羊

16.45万只，出栏 7.7万只。

20 年前，大足黑山羊种群数量仅 4000 只，一度面临品种消失的

困境。通过专家的接力保种和技术攻关，大足黑山羊产业迅速发展

壮大，目前产值已超 6 亿元，综合产值超 10 亿元，成为重庆养殖业名

副其实的“领头羊”。

“再晚一点保护，可能就见不到大足黑山羊了！”西南大学动物科

学技术学院教授张家骅曾为黑山羊保种疾呼。由于大足黑山羊养殖

技术和管理方式落后，疫病防控能力不足，加上种羊近亲繁殖普遍、

提纯复壮工作滞后等原因，大足黑山羊保种曾遭遇严峻挑战。在张

家骅的呼吁下，大足区于 2003年开启对大足黑山羊的保护研究。

在重庆市科技局支持下，大足区组建起大足黑山羊科技特派员

团，对大足黑山羊进行亲缘关系普查，为大足黑山羊种群编“家谱”、

做基因鉴定，明确重庆不同品种山羊之间的亲缘关系，避免在繁殖交

配中出现近交情况，提高后代质量。

针对山羊繁殖效率低及难以实现标准化生产的难题，科技特派员

团经过反复实验，利用批次化生产管理技术，让大足黑山羊同批次受

孕、同批次产仔，最后同批次上市销售。“批次化生产管理技术的核心是

使母羊群同期发情、集中输精，最终实现羔羊批次化生产的高效繁殖。”

重庆市科技特派员、西南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副教授韩燕国介绍，该

项技术受孕率高，能使种公羊利用率提高500%，母羊受胎率增至90%，

繁殖率提高 15%。同期产仔多、生产快，降低了种公羊的饲养成本，使

种公羊的作用最大化，还能满足市场对大足黑山羊大批量上市的需求。

韩燕国举例说，以前一个 200只左右的大足黑山羊种群，需要 60

只种公羊进行繁育。此项技术推广运用后，只需保留十几只甚至几

只种公羊，整体养殖效益能提高 20%—30%。这不仅能帮助养殖户增

收，还有利于大足黑山羊种质资源保护利用。

“在南方饲养山羊最大的制约因素，就是不能确保牧草的四季均

衡供给。”重庆市科技特派员、西南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副教授陈

俊材与团队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地秸秆作为粗纤维替代品，可有效提

高羊对饲料的吸收率，显著降低成本。陈俊材算了一笔账：一只羊断

奶后大概 20 斤，要长到 80 斤左右要 8—12 个月，期间会消耗羊饲料

600—1000斤。使用秸秆制作的青贮饲料，每只羊可节约饲养成本约

100元。此外，秸秆制作的青贮饲料保存久，四季供应，可有效解决冬

季饲料供应困难的问题。

科技特派员团还推广“羊—沼—草”循环养殖模式：牧草用来养

羊，羊粪进入沼气池经过氨化处理后，再通过管道输送到田间地头，

将肥料全部还田；田土肥沃后，再用于种植牧草。这个模式不仅解决

了黑山羊的“口粮”问题，还实现了养殖场零污染排放，变废为肥。

要实现大足黑山羊的规模化发展，还要让农户看到养羊的好处，

投身养殖业。

为推广大足黑山羊保种场的优质种羊，大足区农业技术服务

中心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黄德利煞费苦心。他提出“借羊还羊”方

法：服务中心免费借 1 只母羊给农户，并提供后期配种等服务，3 年

内农户只需归还 1 只同规格的母羊，其余的羊归农户所有。这一举

措不仅解决了农户购买种羊的燃眉之急，更以“保底回收”承诺，彻

底打消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千余农户因此受益，燃起养殖大足黑

山羊的热情。

规模化发展带来了稳定优质羊源，黄德利看到了延伸产业链的

必要性。他牵头推动建成了大足区畜禽屠宰中心、大足黑山羊餐饮

旗舰店，研发生产了方便火锅羊肉粉等 8款大足黑山羊深加工产品，

实现从牧草种植到餐桌美食的全链条覆盖。这一过程，不仅为当地

创造了约 5万个就业岗位，更促进城乡资源深度融合，为乡村振兴注

入强劲动力。

大足区提出，到 2025年，牵头打造成渝沿线 200万只黑山羊产业

带，把大足区建成“中国南方黑山羊产业带核心示范区”。

大足黑山羊成重庆养殖业“领头羊”

近日，科技日报记者走进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寿乐镇新堡子村

禾韵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只见葡萄种植大棚里，温控机、卷帘机和冷

藏室马力全开。

2014 年，乐都区政府鼓励新堡子村村民依托地域优势发展特色

种植业。吕羚睿承包了 200亩土地，成立了禾韵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主要种植阳光玫瑰、天工墨玉、丛林玫瑰 3个品类的葡萄。

“以前，给葡萄浇水、施肥全由人工凭经验完成。葡萄对温度、光

照等要求高，温度要控制在 15—30 摄氏度，控制不精确会导致葡萄

生长缓慢，甚至会使葡萄藤和幼果干枯，严重影响产量和售价。”吕羚

睿说。

为了提高葡萄挂果率和种植效益，2018 年 10 月，吕羚睿将 64 座

大棚全部升级为全电气化种植大棚，大棚内安装温控机、卷帘机、遮

阳帘和喷灌系统等。自此，葡萄“住”上了温度、湿度、光照度可自由

调度、喷灌自动化的全电气化大棚。

然而，这些设备的陆续启用，让合作社负荷大幅增加。2019年 1

月，吕羚睿向国网海东供电公司寿乐镇供电所递交了专用变压器增

容申请。寿乐镇供电所员工积极对接，主动上门测算设备用电容量，

制订供电方案，将合作社专用变压器由 200 千伏安增容至 315 千伏

安，并更换 10千伏高压跌落保险一组。

随着合作社规模不断扩大，两座冷库使用频率逐渐增加。今年

4 月，国网海东供电公司又为合作社新架设 0.4 千伏低压线路 0.28 千

米，更换安装低压配电箱 13处，还更换了漏电保护装置，提升合作社

供电可靠性。

完成增容改造后，禾韵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的葡萄产量及质量大幅

提升。以前，全部果树完成一轮次施肥、浇水需10余人。现在，大棚里

安装了智能浇灌系统，只要设定好程序，打开电源，智能浇灌系统就会

定时定量精准喷洒灌溉。温度控制得好，加上水供应充足，葡萄又大又

甜。“今年中秋节订单量暴增，收入20余万元。”吕羚睿高兴地说。

为保障更多种植户可靠用电，国网海东供电公司还采取了一

系列积极措施：员工定期走访，与种植户面对面沟通交流，了解其

用电需求，建立专项档案，提高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定期深入

大棚对抽水、通风、保湿、照明等设施进行全面“体检”，主动帮助种

植户消除各类用电安全隐患；推广“网上国网”App，指导种植户足

不出户办理新装、增容、报修、购电等用电业务，为海东市经济发展

增添动能。

青海海东：葡萄大棚有了“电保姆”

山东省枣庄市峄城区榴园镇的果农正在收获成熟的石榴。 新华社记者 徐速绘摄

“李站长，我家鱼塘发现了病死鱼，请

您帮帮忙。”9 月上旬的一天，广西壮族自

治区贺州市钟山县水产畜牧站站长、乡村

科技特派员李成林接到了该县公安镇廖

屋村养殖户施文英的求助电话。

原来，施文英家的池塘出现鲤鱼小面

积死亡现象，且已持续了几天。这片池塘

养殖面积达 160亩，如果不及时处理，可能

会造成更大损失。

“我到现场一看，池塘内漂浮着 20 多

尾已经死亡的鲤鱼。”李成林说，他通过观

察病鱼症状及病灶等方法，确认鲤鱼死因

是患有爆发性出血病。在他的指导下，施

文英马上采用全塘泼洒药物的防治措施，

情况很快出现好转。

支一个招，就能为养殖户挽回数十万

元经济损失，这是李成林团队服务水产养

殖业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李成林带领水

产畜牧科技人员奔走在钟山县红花镇、公

安镇等地的水产养殖基地，给养殖户传授

水产养殖技术，向科技要动力、向生态要

效益，促进水产养殖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推广综合种养模式

钟山属于典型亚热带季风气候地区，

四季光照充足，雨量充沛，境内水资源丰

富，富江穿县而过，适合种植水稻、养殖禾

花鱼。

2017 年，李成林团队依托钟山县的独

特优势，在红花镇和公安镇等地探索实施

稻渔综合种养模式，在水田种植优质稻，

并放养禾花鱼等鱼苗，一举获得成功。

“我们团队在全县建设 4 个稻渔综合

种养示范点。每亩田投入 20公斤鱼苗，养

殖过程中不投料，鱼苗靠吃稻田里的微生

物及水稻散落的颖花生长。‘稻+鱼’每亩

能获得 1850元纯收入。”李成林说。

2020 年，李成林团队又牵头组织农户

扩大种养规模，带领更多农户参与种养，

助其增收致富。

“李成林团队积极发展稻渔综合种养

产业，在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和

乡村产业振兴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钟山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刘寿龙介绍，该

团队还创新推广稻虾生态综合种养模式，

指导农户创建公安镇塘贝村稻虾种养基

地，经济效益显著。

在李成林团队的示范带动下，近年

来，钟山县发展稻渔（藕）综合种养面积达

1500多亩，总产值超 1100万元。

良种良技送到基地

钟山县龟石安升养殖场的鳗鱼出口

至越南、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国。“李成林

团队经常到养殖场进行技术指导，推广配

合饲料和养殖新技术，改造淘汰传统养殖

模式，使养殖场用药和废水排放减少了

50%以上，促进了水产科学养殖。”养殖场

负责人林光明介绍。

通过用配合饲料替代幼杂鱼等方法、

应用循环水养殖技术，养殖场鳗鱼量质齐

升，年销售鳗鱼达 150多吨，年产值超 1500

万元。

“发展工厂化养殖鳗鱼基地，不仅拓

宽了劳动力就业渠道，还能对农户进行技

术培训，使其增加收入、学到技术。”钟山

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陈创说。

在李成林团队的技术指导下，钟山县

实施工厂化养殖鳗鱼的技术日趋成熟。

截至目前，全县发展工厂化养殖鳗鱼基地

两家，年销售鳗鱼近 300吨，年产值近 3000

万元；累计解决劳动力就业 200多人次，务

工人员人均月收入达 3000多元。

李成林团队不仅推广先进养殖技术，

还为钟山县清塘镇斑鱼种苗繁育基地提

供育种解决方案。该基地集种鱼驯化、斑

鱼孵化、生态循环商品鱼养殖于一体，一

度面临斑鱼种苗生产难题。“在李成林团

队指导下，基地采用斑鱼雌性港种与雄性

洞庭湖鱼种正向杂交繁殖方式，有效解决

了这一难题。”基地负责人谭仁振说。

今年以来，该基地驯化雌性种鱼 18

万斤、雄性种鱼 9 万斤，孵化鱼卵 120 批

次，出售苗种 1 亿尾以上，产值达 2000 多

万元。

近年来，在李成林团队的助力下，钟

山县水产养殖业不断创新发展。目前，全

县已发展 30 多家鳗鱼、斑鱼、龙虾、甲鱼、

塘角鱼、泥鳅等特种水产养殖基地及规模

养殖场。同时，团队还推行大水面生态及

庭院养殖技术，实施种养结合、鱼菜共生

模式，不断推动当地水产养殖业全产业链

发展。

专家给广西钟山水产养殖投喂“科技饵料”

科技特派员李成林（右一）在介绍鳗鱼养殖技术。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