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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有机肥种出放心葡萄

林下生“金”拓富路

“跑山猪”“跑”出增收路

智慧植物云仓“喊”你云上种菜

种植向“绿”转，品质向“绿”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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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时节，来到坐落于

甘肃省泾川县荔堡镇张茂

才村的农兴富家庭农场，只

见成群结队的土鸡正在啄

食，窑洞猪圈里的藏香猪相

互追逐，沟边时不时有野鸡

扑愣愣飞出……林下养殖

成了山沟林地一道独特风

景线。

“我的农场地处半山腰，

地势开阔、空气好、无污染，

散养鸡和藏香猪主要靠林地

的杂草为食，辅以适量的玉

米，由于是生态放养，肉质鲜

美、口感筋道，在市场上很受

欢迎。”农场主张先明边走边

讲自己的“致富经”。

2016年，一次偶然的机

会，他得知邻近的南李村发

展林下养殖收益很好。经

过一番考察，他发现自己村

的地形特点也适合发展林

下养殖。于是，一个承包

“荒山”搞家庭农场的念头

在他脑海里浮现出来了。

随后，张先明流转了村

里100多亩集体林地开始

了自己的“创业”。2018年，

农兴富家庭农场成立了，当

年累计投放鸡苗1万多只，

收入也有5万多元。看着自

己的辛苦付出终于得到了

回报，张先明的信心更足

了。随后，张先明依托山地

和资源优势，在林下放养藏

香猪、黑山羊近400头，自

己还在家办起了生猪养殖

场，日子是过得一天比一天

红火。

腰包鼓起来了，张先明

也被评为村上的致富带头

人。“作为村里的致富带头

人，我要进一步扩大养殖规

模，拓宽销售渠道，同时让

村上有养殖意向的群众加

入自己的农场，把这条致富

路走宽走远。”张先明说。

（李 聪史红玉）

“这些袋子里装的是有机肥，施到

地里，能增加土壤中有机质的含量。”

前官庄村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王卫建说。11月18日，在山东省邹平

市韩店镇前官庄村葡萄种植园区内，

他正带着工人一起撒施有机肥。

王卫建在外地工作了7年，主要

从事农业技术服务工作，包括规划种

植园、有机肥的配方调配等。2019年

5月，前官庄村拆迁复耕土地，并决定

在当年的10月秋收时重新发包。得

知消息后，王卫建返回家乡，整合手中

可用资源，开展精品葡萄绿色种植。

“这是最慢最笨的方法，也是最直

接最有效的一种方法。”王卫建说，想

种出品质高、口感好的葡萄，首先要解

决土壤有机质含量低的问题。

因此，在2019年10月规划园区

时，王卫建开始着手土壤修复与改

良。起初，大棚内土壤板结严重，以致

苗情长势不好。针对这种状况，王卫

建及其团队对症下药，对有机肥进行

调配，设计了肥料配方。如今，该园区

现已连续4年施入有机肥，总花费近

100万元。如今，葡萄根系周围的不

再是因板结而形成的坷垃，而是疏松

多孔的土壤。

2020年4月，看好葡萄绿色种植

的发展前景，前官庄村党支部领办了

前官庄村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由王

卫建担任理事长。此外，为了实现葡

萄产业规模化、品牌化发展，同年10

月，王卫建注册了商标“葡栈”。

“一亩地种多少株树，每株树留多

少个枝桠，都有严格的要求。”王卫建

说，亩产控制在3000斤左右，品质上

去了，价格自然就上去了。目前，葡萄

地头价格每斤15元，一个棚大概是

4.5万元的毛收入，前景非常可观。

园区先后投资260余万元，建成

28个大棚。其中，春暖式大棚24个，

种植晚熟葡萄品种“阳光玫瑰”，用于

向外批发售卖；冬暖式大棚4个，种植

早熟葡萄品种“早霞玫瑰”，用于采摘。

果品好，不愁卖。2021年5月中

旬，早熟葡萄品种“早霞玫瑰”开始进

入采摘期，首批建设的4个大棚对外

开放。不到一个月的时间，4个大棚

全部采摘完毕，第一年采摘就盈利近

25万元。

“谁都没想到能陆续来那么多

人。当时可热闹了，来的人一筐筐地

摘，小筐不够，又临时去买的塑料袋装

葡萄。”合作社工人徐菊说。

王卫建介绍：“今年园区共盈利

55万元。如果没有大的变动，预计明

年盈利可达到80万元。”今年9月，王卫

建成功申请了绿色食品证书，“葡栈”葡

萄也被认定为绿色食品A级产品。

（陈茹 王萌李晓伟）

“我去镇里送孩子上

学，你快上山放放咱家的

‘跑山猪’。”11月 18 日早

上，河南省舞钢市尹集镇

苇子园村村民梁文杰对妻

子王红艳说。

这里的“跑山猪”是村

民家养土猪在山上放养时

与山中野猪交配产下的杂

交猪。这种猪通过多代选

育，其体形特征、生活习性

都接近野猪，整天在山上

跑来跑去，觅食山中杂果、

根茎植物，其肉质明显优

于农户家中饲料喂养的土

猪。“跑山猪”与家养土猪

相比生长慢，一般两年才

能长到 100 公斤以上，有

省人工、猪肉品质好、出售

价格高等优点。目前，梁

文杰养殖的“跑山猪”每斤

毛猪售价20元，比土猪价

格高出7元以上。

在尹集镇南部深山区

一带的几个村子，有20多

户像梁文杰一样靠发展养

殖“跑山猪”增收致富的村

民，目前养殖规模在 500

头左右。“俺村部分农户从

2018 年开始利用山地探

索土猪野养、变土猪为‘跑

山猪’。近几年，养殖规模

逐年扩大，去年村民靠养

殖‘跑山猪’实现年纯增收

10 万元左右。下一步我

们会利用好当地资源，发

动更多有意愿的村民加入

养殖‘跑山猪’的行列，让

更多的村民走上致富之

路。”苇子园村党支部书记

张自强说。

（丁需学 王晓磊）

日前，记者在陕西省杨凌示

范区见到了由陕西杨凌星元电

热技术有限公司联合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机电、园艺、生命、食

品等学科平台专家联合研发的

智慧植物云仓，其是智慧农业

装备和高效植物工厂的高端前

瞻体系，拥有先进的模块化植

物工厂设计制造和管理技术系

统，具备智慧、高效、灵活组织

和绿色有机等特质。

“智慧植物云仓设备系统是

当前农业工厂和设施农业体系

的补充、优化和转换升级，是植

物工厂提升的重要途径和发展

方向之一。”陕西杨凌星元电热

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说。

据介绍，智慧植物云仓是创

新型、模块化、高度集成、超低能

耗、超高产出的模块化、分布式

智能植物工厂体系，智慧植物云

仓具有植物生长模型支持数据

库、植物生长环境智能调控设备

系统和能量回收利用等专有技

术，实现了在设施农业生产过程

中高质、高产目标的同时，最大

程度减少了设施和人工的投入、

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出品质、降

低了生产能耗和废气排放。

智慧植物云仓农业工厂体系

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种植仓主

体及设备系统、产前优质种苗配

套体系、产中云端专家全程管理

系统平台、产后冷藏冷冻环境支

持。其技术涵盖的核心模块包括

一体化保温隔热耐腐环保仓体，

集成化工业级变频温、湿、光、气

支持设备，作物生境模拟数据库，

远程智慧专家管理平台，立体化

高密度复合种植层架，视觉感知

和数据处理系统，能量和废气回

收系统及智能化采摘机械手。

“智慧植物云仓是模块化、

分布式、全人工环境智能植物工

厂，不受土地、气象、位置等各类

环境调节剂的约束，可进行高效

的工厂化和集约式生产，可用于

实现各类通用及高端功能性食

用菌、绿色蔬菜、中药材的高效

有机种植。”该公司负责人介绍

说，智慧植物云仓管理系统利用

基于云服务器的远程智能环控

系统，将仓内温度、湿度、气体和

人工光等主要环境参数同作物

长势图像分析结果进行融合，依

据植物生长模型数据库和环控

设备运行的能耗节约逻辑，对仓

内环境和作物进行统一运行管

理，实现了高质优产和超低能耗

等指标，应用进水净化和空气除

霾灭菌设备，实现了仓内产品的

绿色有机、零农残的高端要求。

在成本方面，智慧云仓基于

智慧植物云仓的优质架构和先

进高端的管理技术，相对产业化

食用菌工厂和绿菜植物工厂，相

同产量情况下，智慧云仓分布式

植物工厂前期一次性可投资降

低45％左右、土地节约70％、生

产能耗费用降低58％左右、员工

数量减少70％左右、工厂化生产

寿命稳定期提高50％左右，同时

实现了产品免洗、免霾和免农残

的基本要求，智慧植物云仓是现

代农业和工厂农业可持续发展

的高技术引领性设备体系。

“云仓是模块化植物工厂，

用于快速形成高标准食用菌和

绿菜类植物工厂、落实乡村振兴

战略的项目，实现高校食堂、密

集社区、独立工地、边缘区域等

社会民生和行业领域对新鲜绿

色菌蔬的即时供应。”该公司负

责人介绍说。

小“云仓” 大能量

农业科技报记者 胡润田 陈萍

云仓环控设备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