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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期两天的草牧业技术培训日前在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林周县松

盘乡松盘村举行。一大早，村民次仁多吉便赶往林周草牧业科技小

院培训现场。他满怀期待地对科技日报记者说：“早就听说科技小院

能帮咱农牧民致富，这次可算能亲身感受了！”

林周草牧业科技小院联合多方力量，为慕名而来的216名农牧民带

来了一场知识盛宴。课堂上，专家深入浅出地传授双季饲草高产栽培、

巴青垂穗披碱草栽培等实用技术。“以前，我们都是凭经验种牧草。经过

课堂的学习，我们意识到科学种植的重要性。”课后，次仁多吉说。

为了让农牧民亲身体验新技术、新产品的魅力，培训活动特别安

排了实地参观学习。在林周县草牧业试验站，小黑麦高产栽培示范

田让牧民扎西顿珠惊喜万分：“我还是第一次见到饲用小黑麦。这些

饲草在冬季也能生长，真好啊。”在技术员的指导下，他还尝试了节水

灌溉，体验了科技的高效便捷。

在西藏泱噶农牧有限公司的饲料加工厂，技术员顿珠热杰讲解

了全价草颗粒的生产流程、配方及饲喂要点。看着一颗颗均匀的全

价草颗粒，农牧民跃跃欲试，纷纷表示要试用这一新产品。

在西藏泱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有机肥加工厂，技术员巴旦耐

心讲解了有机肥的合理施用技术，农牧民听得津津有味。

经过两天的培训，农牧民对草牧业的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有

了全新认识。牧民卓嘎措姆说：“这次培训让我学到了许多知识，我

一定会把所学的新技术应用到实践中。”

培训结束后，农牧民相互学习交流，积极试用新产品，并分享使

用心得。松盘乡乡长赵学善感慨道：“科技小院就是我们的致富‘加

油站’。有了科技助力，我们对未来的生产满怀信心。”他期待，科技

小院为农牧民提供更多培训和服务，推动草牧业高质量发展，为乡村

振兴插上翅膀。

科技小院成为致富“加油站”

“棉花采收结束后，地里的残膜和棉秆回收往往面临难题。我们

研发的新型机械拥有多项专利技术，希望能和企业深度合作，加速成

果转化。”近日，在新疆召开的一场智慧农机专利技术成果推介会上，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科学院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蒋永新告诉

科技日报记者。

当天的成果推介会上发布了农田残膜回收技术与装备、红花智

能采摘机器人关键技术与装备等 6 项智慧农机专利技术与装备，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科学院、石河子大学、新疆农业大学、新疆农垦

科学院等单位的代表分别进行推介。

蒋永新介绍，团队历经多年研发的棉秸秆粉碎还田及残膜回收

打包一体机，可使回收残膜洁净率提高 10%—20%，作业效率提高

30%，实现残膜资源化利用，有效治理土壤“白色污染”，提升土壤肥

力。除了可以在棉花地使用，这套机具还可用于玉米、向日葵、辣椒

等作物的农田作业，应用潜力巨大。

新疆农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副教授张振国发布了红花智能采摘

机器人关键技术与装备。“智能采摘机器人可对红花的多目标采摘点

精准识别定位，然后通过机械臂寻找目标，进行多目标顺序采摘。这

款机器人实现了智能感知、精准控制和精准执行，以及采摘全流程的

自动控制。”张振国说。

新疆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促进处处长郭福占

介绍，近年来，新疆实现专利技术转让 48 件，成交金额 234.54 万元。

2024 年新疆出资 200 万元对 2021 至 2023 年专利权质押融资的 50 家

企业发放贴息补助，组织召开多场专利供需对接会；健全发展“知疆

通”“商标贷”等“知识产权+金融”质押融资模式，组织举办 10余场政

银、政企、银企对接会，集中力量打通专利转化运用的关键堵点。

新疆加快智慧农机专利技术转化

◎本报记者 梁 乐 通讯员 任春香

冬日的金昌寒风凛冽。近日，科技日

报记者走进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东寨镇

紫花苜蓿种植基地，只见大型割草机轰鸣

着穿梭其间。

近年来，金昌充分利用地处北纬 38度

附近、受到祁连山雪水滋养等区位优势，

大 力 发 展 紫 花 苜 蓿 为 主 的 优 质 牧 草 产

业。通过政府引导、政策支持和市场带

动，金昌牧草产业已实现规模化、机械化、

标准化生产。金昌已成为甘肃最大的商

品苜蓿种植基地和国内优质牧草的重要

产地。

从牧草种植到奶绵羊育种，金昌依靠

科技创新，推动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标准化种草

在永昌县甘肃元生农牧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甘肃元生公司”）牧草加工

基地，繁忙的牧草加工场景映入记者眼

帘：一辆辆满载牧草的平板车正排队等

待过磅称重，经过流水线的除尘加密处

理，一个个小草捆就变成了单个重量达

0.45 吨 的 大“ 魔 方 ”。 这 些 加 密 包 在 48

小时内，便能抵达宁夏和内蒙古等地的

牧场。

“永昌种植的苜蓿草粗蛋白含量非常

高。经过专业检测机构评估检测，永昌苜

蓿综合饲喂价值达到一级草和优级草的

标准。我们现在已经和优然牧业、蒙牛、

新希望等集团牧场和全国多个中小牧场

建立了长期战略合作关系。”甘肃元生公

司行政总监张金生说。

金昌不仅大力发展牧草种植，更在延

长产业链条上下功夫。

通过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健全完善牧

草产业生产经营体系，金昌已累计培育甘

肃杨柳青牧草饲料开发有限公司、永昌县

宝光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金昌三杰牧

草有限公司、甘肃润牧生物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等牧草种植主体 45家、生产加工企业

16 家、饲料生产企业 5 家，带动 120 多家种

养殖合作社和 1000 余户种养殖大户发展

牧草产业。牧草饲料年综合生产加工能

力达 114 万吨，形成从种植到加工再到销

售的完整产业链。

永昌县科技局局长王岩介绍，在牧草

产业蓬勃发展的过程中，科技创新发挥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相关企业加强与兰州

大学、甘肃农业大学等单位的联系合作，

聘请专家示范推广种植、收贮、病虫害防

治、牧草加工、质量检测等技术。

同时，金昌还成立市级、县级草产业

协会，紧密联结各环节主体，全方位、全过

程提供优质服务。通过组建产业联盟，制

定优质牧草生产加工技术标准，金昌提高

牧草品质，打造优质牧草品牌，有力促进

全市牧草产业健康稳步发展。

智慧化养羊

如果说牧草产业是金昌畜牧业发展

的基础，那么奶绵羊产业则是其转型升级

的亮点。

在甘肃元生公司的奶绵羊核心育种

场，高标准羊舍排列整齐，优质饲草种植

基地一望无际。

记者在这里看到了国内首套“羊脸识

别系统”的实际应用。这套系统基于人工

智能算法，能够自动识别羊的面部特征，

如两眼间距、嘴巴位置、头骨宽度等。系

统能快速精准识别羊只身份，并为每只羊

建立标签，记录其品种、月龄、健康状况等

信息。根据这些信息，育种场的智慧管理

系统能够针对羊只不同生长阶段的营养

需求，自动调整饲喂方案，精准供给营养

饲草料。

此外，育种场还配备了全自动清粪系

统，保证羊舍内无积粪，提升空气质量，降

低疾病发生率。奶绵羊进入产奶期后，奶

绵羊并列式 48 位挤奶设备可以为羊只自

动挤奶，并与智慧管理系统交互，采集奶

品质量等数据。

如今，育种场已实现数据化、自动化、

智能化管理，奶绵羊的产奶量等数据实时

上传到智慧管理系统，最终汇入元生智慧

牧场大数据平台。

张金生介绍，目前公司已建成 3 个万

只奶绵羊生态牧场，奶绵羊存栏量达到

3.92 万只，日产绵羊奶 11 吨。牧场全面应

用数字技术，实现了电子耳标识别、自动

分群、自动称重等智能化管理，确保每只

奶绵羊从出生到日常吃喝、健康管理、产

奶均得到精准保障。

为了推动奶绵羊全产业链绿色高质

量发展，甘肃元生公司还联合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等单位开展乳肉兼用奶绵羊新品

种的培育工作。经过不懈努力，公司研发

生产的“元生爱特”绵羊酸（鲜）奶、乳铁蛋

白绵羊奶粉等系列产品备受消费者青睐，

其中元生绵羊奶成功入选全国名特优新

农产品名录。

金昌市科技局副局长胡良表示，从

“一株草”到“一条链”，从牧草种植到奶绵

羊养殖，金昌正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

传统畜牧业向现代化、智能化、高效化转

型，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从“一株草”到“一条链”
——甘肃金昌推动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图为甘肃元生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奶绵羊生态牧场。 本报记者 颉满斌摄

不久前，辽宁省大连市庄河市大营镇

四家村迎来油葵大丰收。

种植油葵，是四家村壮大村集体经

济、多元化发展的重要举措。

过去，大营镇四家村主要以发展靴子

沟旅游产业和樱桃种植等特色产业为主，

集体经济增收途径单一。2024 年初，四家

村经过调研后，决定在辖区适宜土地上规

划种植油葵。油葵含油量高、出油率高，

生长周期短、适应性强，管理简便，具备较

强产业带动能力。同时，油葵开花时节正

值旅游旺季，成片的油葵花海有望吸引游

客前来观赏，助力乡村旅游发展。

如今，四家村在靴子沟附近流转了120

余亩土地种植油葵，建立起“村集体主导、

村民参与”的合作模式。四家村还邀请专

家指导栽培管理技术，讲解机械平播、病虫

害防治等知识，帮助选择适合本地气候的

优质油葵品种，解决种植中遇到的难题。

据了解，下一步，四家村将继续探索

适合本地的经济发展模式，打造助力村集

体增收的“美丽产业”，为村民带来更多收

益，为村集体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辽宁庄河大营镇：油葵丰收产业旺
◎本报记者 张 蕴

初冬时节，广西贺州市平桂区的辣椒

进入采收旺季。在平桂区羊头镇木园寨

设施蔬菜种植大棚里，一个个饱满的青椒

掩映在郁郁葱葱的枝叶中。

“我们 1 天能采摘大约 20 吨青椒，通

过贺州城区商超、粤港澳大湾区订单式销

售、网络平台销往各地。”贺州市春霖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刘帅说。

近年来，平桂区积极创新农业发展思

路，大力发展现代设施农业。其中，设施

大棚蔬菜产业有力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引擎。

1人可管理30亩大棚

“这里早已从传统农业转型为现代农

业。”羊头镇党委书记莫柳艳说，木园寨设

施蔬菜种植是平桂区设施农业发展的一

个缩影。

莫柳艳介绍，2018 年以来，平桂区积

极探索设施农业“联合体”发展模式，集聚

优势要素资源，创新推出支持设施农业发

展的政策体系，推动“寿光模式”本土化，

在羊头镇的龙山、中红、大井、羊头等村建

成广西最大的设施农业产业园，集中连片

面积达 7000 亩。该产业园是平桂区现代

农业产业园的一个园区，如今每年以订单

形式向粤港澳大湾区供应辣椒、西红柿等

蔬菜 6万余吨，产值超两亿元。

发展现代设施农业，科技赋能是关

键。

为避免与粮争地，平桂区现代农业产

业园选择泥夹石地、撂荒地、一般旱地作

为大棚建设用地，通过翻耕、平整、小并

大、地力培肥等措施改善耕地条件，满足

高标准大棚、薄膜连栋棚、冬暖型棉被棚

等大棚建设要求。生产大棚配备双膜保

温、内外遮阳降温及水肥一体化设施，可

反季节栽培辣椒、番茄、哈密瓜等果蔬，实

现周年生产。每亩大棚年产辣椒 6 吨，产

值达 5 万元左右，产值比普通的露地栽培

高 15倍。

“我们探索智慧化种植技术模式，建

成智能种植棚 1000 亩。大棚配备自动滴

灌施肥、自动调控温湿、智能溯源等‘六自

动一溯源’一体化设施，配置电动喷雾器

等现代农业机械设备，可实现 1 人管理 30

亩大棚。”平桂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农艺

师李祖彪说。

除了引进技术和设施，平桂区现代农

业产业园还通过统一蔬菜品种等方式，加

强产品质量可追溯体系建设。

产业园带动品牌创建

作为平桂区现代农业发展的典范，平

桂区现代农业产业园通过全产业链发展、

绿色发展和联农带农等举措，取得了显著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产业园所在的羊

头镇被评为国家农业产业强镇，产业园通

过 2024年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绩效评估。

在产业园的引领下，平桂区蔬菜产业

蓬勃发展。目前，产业园带动主导产业蔬

菜播种面积达 10 万亩，其中双季莲藕、香

芋等设施蔬菜 4 万亩，蔬菜年产量高达 30

万余吨。平桂区先后注册“非常桂”“野里

乡”品牌，拥有蔬菜产品绿色食品认证 46

个，“平桂彩椒”“平桂莲藕”入选全国名特

优新农产品名录。贺州市春霖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广西贺州市荣丰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贺州市平桂区华瑞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等 3家企业运营的大棚蔬菜基地被自治

区认定为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

地。

蔬菜量、质上去了，农民的腰包更鼓

了。平桂区建立包括土地租金联带、务工

薪金联带、致富能人带头经营联带等的

“十大联带”联农带农机制，有效促进农民

增收。平桂区还实行村集体入股分红、订

单种植、保价收购，实现群众土地租金收

入 1700 万余元，吸纳本地群众就业 11 万

人次，户年均增收 3万元。

“我们正在建设‘一核一轴三区’产业

园布局。其中，‘一核’指位于羊头镇的循

环产业科技发展核，‘一轴’指依托产业发

展道路的循环产业联动发展轴，‘三区’指

北部绿色循环发展区、中部农业现代化样

板区、南部设施农业示范区。”平桂区农业

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志伟说，这一布

局的实施，将进一步推动产业园集聚发展

和产业升级。

“下一步，平桂区将以创建国家现代

农业产业园为契机，依托大湾区‘菜篮子’

市场，建链延链补链，发展大棚蔬菜全产

业链，进一步擦亮平桂大棚蔬菜‘金字

招牌’，建成面向粤港澳大湾区规模最

大、品类最全、功能最优、联农最广的现

代设施蔬菜基地。”平桂区委副书记、区

长周诚说。

广西平桂：擦亮大棚蔬菜“金字招牌”
◎陶胜平 本报记者 刘 昊

农民在采摘青椒。 广西贺州平桂区委宣传部供图

“大连理工大学的帮扶真是雪中送炭。胡祥培教授团队的方案

解决了企业现有困难，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日前，保山楠迪咖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楠迪咖啡”）创始人储明孝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

访时说。

云南龙陵是大连理工大学定点帮扶县。近年来，为助力当地提升

资源开发利用效益，大连理工大学教授胡祥培团队充分发挥学科和科

技优势，走出了一条打造特色品牌、推进乡村振兴的科技援滇之路。

龙陵出产咖啡、牛油果和黄龙玉等众多特产。但产业存在产量

少、生产销售分散、物流场站建设相对滞后等问题，农民收益率较

低。为改变这一状况，胡祥培带领的大连理工大学新兴电子商务与

智慧物流科研创新团队多次深入龙陵开展产业帮扶，推广数字化营

销，帮助当地特色产品走出销售困境。

在胡祥培团队参与策划的 2024 特色产业电商发展策划大赛上，

不少参赛团队针对创建不久的楠迪咖啡品牌献计献策，为企业提炼

核心理念，推出针对不同消费群体、时间节点及销售模式的多样化产

品组合，助力企业做好品牌营销。

龙陵县勐糯镇的牛油果产品原有销售模式单一，冷链运输困

难。为解决这一难题，胡祥培团队积极推动该镇与京东集团合作，构

建基于平台供应链的营销模式，企业物流、龙陵农特产品物流与京东

物流三方合作运输模式，开辟“农场到餐桌”的全通道，助力建设龙陵

牛油果品牌。

为助力龙陵重点打造黄龙玉产业，胡祥培团队独创基于区块链

和数字签名的玉石商品数字证书生成方法，实现了黄龙玉商品的溯

源信息保真、企业来源保真与实物保真。团队还基于此方法开发了

一套玉石商品防伪溯源系统，为当地企业提供应用示范，为塑造龙陵

黄龙玉品牌提供有力技术支撑。

多年来，大连理工大学各学科团队针对龙陵资源禀赋与实际需

求精准施策，高效对接学校教育科研资源，把定点帮扶工作做好做

细。据悉，下一步，大连理工大学将进一步立足龙陵产业现状，提出

更多方案，持续助力龙陵乡村振兴。

科技援滇助龙陵特产“出圈”

工作人员

在辽宁庄河市

大营镇四家村

采摘油葵。

受访单位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