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都食品安全区县动态08 2024年1月5日 星期五
E-mail：tougao_cfs365@126.com

责编：王加敏 版式：陈思宇

番茄不长在土里

在北五环附近，作为北京首批都
市农业项目，老牌的朝来农艺园逐渐
成为智慧农场的新秀，园区的智能连
栋温室里，草莓和番茄正在成熟上市。

番茄秧苗挂在半空中，脱离了植
物赖以生存的土地，长在种植架的基
质上。朝来农艺园负责人周京东介
绍，温室里番茄的整个生长过程都实
现了数字化管理，只需在盘头、打杈、
采收的环节，进行人工操作，这间18亩
的番茄温室，全程只需7个人管理。在
眼下的番茄采收期，工人只需要驾着
采收车，穿梭在种植架间的轨道上，控
制采收车的升降，就可以采收到不同
高度的番茄。

在朝来农艺园的数字化农业管理
平台上，发布着工人们每天的工作任
务，通过大屏幕可以看到，员工桑丽娜
负责上夹绕秧，并提示她作业前需要
全身消毒，操作时需注意每节绕绳半
圈，夹子夹在距离基质袋平面10~15厘
米处，切忌强行绕秧折断生长点。

“前一天晚上，管理员会通过手机
发布工人第二天的任务。”周京东说，
这台设备是全国产的，也是园区独有
的，工人当天来了直接可以按照每天
的任务开展工作。

除了工人的每日任务，这个平台
还联动温室，当温室里的温度、湿度、
光照等种植条件达到一定数值时可
以启动温室的设备，当温湿度达到设
定水平时，天窗就会自动开启进行通
风；一旦遇到连续阴天，补光灯会自
动打开，补充蔬菜生长所需要的光
照；温室设置了双层幕布，在发生极
端天气时，幕布可以自动调节并对温
室进行保温。

“正是因此，园区里的工作人员普
遍年轻化。”周京东说，园区大部分员
工都是大专院校学习农业专业的毕业
生，他们在这里做几年，后续就可以到
其他园区做管理层。

蔬菜种植机四季耕作

在朝来农艺园里，多台蔬菜种植
机的叶菜也即将成熟。看起来，一米
半多高、半米多宽的立体设备，分成了
多个种植层，可以种植小型叶菜和花
卉，并且支持一年四季生长。

“只要定期补光和营养液，这样的
设备可以四季产出新鲜蔬菜。目前，
这类蔬菜种植机的类型还相对单一，
后续计划联合研发单位，设计一些不
同型号的设备，满足市民在家种植的
多种需求。”周京东介绍。

别看蔬菜种植机体量小，但蔬菜
生长所需要的光和水，在设备上一
应俱全。在蔬菜种植机的最下层，
是一个大水箱，补给蔬菜生长所需
要的养分，种植机上还设有补光灯，

补充植株生长所需要的光照。最下
层的营养液是配好的，分为A肥和B
肥，营养液通过水泵抽取到上层，再
喷到蔬菜上，保证每棵菜都能吸收
到营养。

这台设备可以放在家的餐厅、厨
房、阳台等地，只需要插上电就可以种
植。周京东介绍，像这样的设备一台
卖4680元，平时种植蔬菜所需要的营
养液用量并不多，两瓶就可以用一
年。蔬菜种植机受到了学校和家庭的
欢迎，尤其是学校给孩子们做科普展
示，学生们可以看到蔬菜的整个生长
过程。

像工厂的农场

在高科技聚集的海淀区，有一座
不像农场的农场。进入上庄镇翠湖国
家城市湿地公园附近的翠湖工场，现
代化的厂房屹立。

在这个足有10万平方米的智能
温室里，半人多高的种植平台上，由椰
糠等配比而成适宜番茄生长的基质
上，长出来的番茄藤挂着串串番茄正
在变红、变黄。在一排排番茄之间，工
人乘着升降车，穿行在番茄架之间进
行作业。

目前，翠湖工场投入运营的这座
单体智能温室，是京津冀地区最大的
蔬菜生产单体连栋温室，也是北京高
效设施的第一个试点。不同于传统番
茄生产，这里所需的农人并不多，从种
植到包装出场，番茄进行类似流水化
作业的生产方式。

“翠湖工场做的是设施农业的高
科技集成和示范，发挥连栋温室高投
入、高产出的优势，提高土地的产出
率，单位面积的番茄产出率是普通设
施大棚的3倍以上。”翠湖工场负责人
介绍，连栋温室里1个工人可管理3亩
以上的地，环境温度、湿度的控制，水
肥的管理都可以通过数字化平台实现
智能管理。

在建设之初，温室就考量了国内
高校及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设备的
国产化率达到80%。温室里设置了传

感器，可以时时监测生产状态，包括番
茄生长的温湿度、通风、光照条件等。
其中，温室顶部采用两层幕帘的设计，
一层是保温幕帘，当室内温度达到设
定参数时，这层幕帘将自动开启，达到
保温效果；另外一层是遮光幕帘，在夏
季日照强烈时，温室内超过设定参数，
就会自动开启遮光。温室里的番茄，
采用雄蜂授粉和天敌防治、物理防治
等技术。

在翠湖工场的车间里10万平方米
番茄种植所需的营养液，集中在几个
巨型大罐里，营养液通过管道输送到
每棵番茄根部。“这些水肥一体化的设
备都是国产设备，所使用的营养液，配
方是自行研发配比的。”翠湖工场工作
人员介绍，通过科学智能的种植方式，
番茄种植打破了季节的限制，可实现
全年供应。

世界领先的“蔬菜工场”

目前，翠湖工场里种植的品种主
要为翠湖一号，这是工场从国外引进
的品种。特别是，翠湖工场的番茄成
串进行销售，因此，番茄的身价比一般
的番茄更高。翠湖工场已有20多家供
应商渠道，同步拓展商超以及线上销
售渠道。

“今年是翠湖工场头一次实现整
年生产，平均每平方米产出300元，减
去投入，每平方米可以赚100块钱，预
计，全年翠湖工场可实现1000万的盈
利。”翠湖工场相关负责人介绍。翠湖
工场总占地近900亩，目前，二期正在
建设中，二期整体结构与一期不同，设
置了半封闭温室，将主要用于越夏生
产，还设置了专门用于品种推广展示
的9600平方米的温室，此外还有普通
温室等，温室的结构功能更加丰富。
建成后，园区将有20万平方米的智能
连栋温室和研发创新基地，整体蔬菜
生产水平将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值得关注的是，朝来农艺园、翠湖
工场是北京市级生态农场，今年参与
了国家级生态农场的评选，并入选拟
授予名单。 （耿子叶）

本报讯 徐括 于静湜 近日，2023全国“土
特产”集中推介活动在云南大理开幕，昌平区
草莓地标企业参加。本次推介活动以“品尝
乡土味道，传承农耕文明”为主题，集中展示
“土特产”发展成果，促进农产品产销衔接。

主办单位组织有关领域权威专家，在各
地申报的305个特产中，评选形成了包含175
个特产在内的2023全国“土特产”推介名单，
“昌平草莓”位列其中。

昌平区农服中心工作人员介绍，昌平草
莓是唯一代表北京市参加本次活动的农产
品，北京万德园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代表
昌平草莓地标企业参与了此次“土特产”大集
宣传推介活动，向现场活动参与者展示隋珠、
点雪等鲜品草莓6个，钥匙链、口罩等文创产
品5个，昌平草莓包装设计2组，冻干草莓、草
莓酱等加工产品3个，发放宣传彩页500份，
接待农业农村部，省、市农业农村局农业主管
部门负责人和参会企业市民等近2000人次。

此外，昌平区农服中心参会代表还参加
了“数字科技赋能‘土特产’”“农文旅融合做
好‘土特产’文章”两场研讨交流活动，介绍了
昌平草莓在数字信息技术、品牌宣传推广等
方面所开展的工作。

下一步，昌平区农服中心将在昌平草莓
种植信息化和品牌宣传等方面加强与相关部
门的合作，共同推动昌平草莓在数字科技赋
能、品牌打造等工作，并计划在2024年2—3
月召开第五届昌平草莓节，举办昌平草莓大
集、草莓论坛等多场活动，提升昌平草莓节的
影响力。

密云“蜂博士”一对一
技术指导送“蜜”方
本报讯 陈圣禹 密云区是“北京市养蜂第

一大区”，也是有着300年养蜂史的“天然蜂
场”。最近，家住密云区太师屯镇龙潭沟村的
蜂农杨先生致电12345市民热线希望专业人
士的指导提效增收。

接到诉求后，密云区园林绿化局蜂业管理
站站长罗其花第一时间来到杨先生的蜂场了
解情况。杨先生介绍，目前蜂场内有约150群
蜜蜂，虽然蜂群总数多，但单一蜂群的蜜蜂数
量少，单靠自己每年春夏培育新蜂王来扩大种
群数量，不但效率低，还存在蜂王在培育过程
中死亡的可能性。

杨先生的这通求助电话找对了人。罗
其花是全国有名的“蜂博士”，多年前，她带
领团队在密云筹建了全国第一个区县级蜜
蜂种源中心。在交流的过程中罗其花发现，
杨先生的养蜂技术源于父亲的传授，属于老
蜂农普遍使用的养蜂技术。“这种技术从蜜蜂
繁育到采蜜再到收获，都需要蜂农全程跟
踪，需要很频繁地搬动蜂箱查看，这个过程
非常辛苦。而且他蜂场的产品也仍以蜂蜜为
主，至于价格高出蜂蜜数倍的巢蜜和蜂王浆，
几乎没有任何产出。”

要想实现增收，提升蜂王的品质、改善养
殖技术势在必行。罗其花向杨先生介绍，目
前密云区正在逐步推广多箱体养蜂技术，这
种技术可以突破传统养蜂技术中的操作壁
垒，不会再因蜂农精力有限而影响蜂群数量
及蜂蜜产量。同时，在此技术下，蜂农可以免
去费时费力的摇蜜步骤，由合作社直接收购
蜂箱并进行后续加工，实现蜂蜜产品的规模
化生产。

“回去后我立刻组织工作人员将相关设
备和种蜂送至您的蜂场。明年开春，蜜蜂完
成越冬后，我们还会派专业的技术指导人员
来到蜂场，对多箱体养蜂技术应用及蜂王培
育繁殖进行指导。”罗其花对杨先生说。

“昌平草莓”亮相全国
“土特产”推介活动

立体化种植“未来感”十足

北京生态农场展现都市农业新业态
水肥一体化、立体化种植等农业科技，让农业摆脱了靠天吃饭的约束，也让都市里的农业呈现出多样性，蔬

菜种植机走进了市民家、番茄工场实现流水作业、果蔬不再像从前一样只能种在土地里……
近日，走访北京的科技生态农场了解到，农业科技正在改变并丰富北京的都市农业，甚至也呈现出“上楼”的趋

势，生态农场逐渐成为北京科技农业的新业态。有农场负责人介绍，现代化的种植技术正在改变传统农业，目前的
种植技术已经让高楼种植成为可能，都市农业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也有更多年轻人参与到农业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