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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技术加持
农业废弃物变废为宝化“春泥”

来到兴寿镇农业废弃物综合处理
站，看到数台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设备
上正在井然有序地进行回收处理作业。
通过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设备，全镇21
个村的秸秆、尾菜、瓜秧等被按照一定比
例调配，再通过加入发酵菌剂等步骤，化
身为滋养农作物茁壮成长的“春泥”，成
为了田地里价值极高的土壤改良剂。

在这些设备中，一体式秸秆发酵处理
机是兴寿镇农业废弃物综合处理站新引
入作业机械中的“亮点”，在业内具有较为
领先的水准。处理站工作人员介绍，采用
这台设备之后，原本需要5名工作人员协
同作业的任务，现在只需1人就可以解决
了。工作人员只需发动机器并将农业废
弃物放在Z型输送带上，其余工序操作可
全由机器完成，作业时间比先前的半集成
设备也节约了50%左右。

“该设备集成粉碎、搅拌、加热、自动
控制等功能于一体，具备硬件集成度高、
占地面积小、处理能力强、处理效率高等
特点，其每小时可处理农业废弃物大于1
吨，年处理农业废弃物可达1200余吨，
生产土壤改良剂800余吨。”区农业机械
化技术推广站农艺师郭文杰介绍。

据了解，传统农业堆肥方式处理农
业废弃物大概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而在
冬季甚至需要更久的堆肥发酵过程。目
前，昌平区主要涉农镇建成的10个处理
站，多数都引进了类似的优新技术设备，
相比传统堆肥方式，“高科技”处理机可
将堆肥过程缩短至20天左右，大大节省
了工作时间，简化了作业步骤，又节约了
劳动力，农业废弃物处理利用效率得到
了不小的提升。

在高科技设备的加持之下，农业废
弃物的末端处理更加便捷高效，但农业
废弃物的产生状况掌握不准确、运输不
及时等前端问题依然存在。为此，区农
业服务中心牵头开发的“农资宝App”上
线了。农户下载安装后，只要在App上
面“下订单”，就会有对应镇处理站的工
作人员来“接单”，并在约定时间上门回
收废弃物，核实农业废弃物的重量后，还
会按照2∶1的比例为农户免费兑换成土
壤改良剂再送货上门。

周先生是兴寿镇的一名农户，在工
作人员的宣传、帮助下，他也在手机上安
装上了农资宝App，“我们家果园的农业
废弃物通过农资宝App进行了回收，兑
换的土壤改良剂用于自家果园生产使
用。果园环境变好了，作物品质上升了，
生产成本降低了，经济效益也提高了。”
农户周先生高兴地说道。

通过“农资宝App”，昌平区探索建
立起了农业废弃物运行的数字化管理模
式，让变废为宝的绿色循环之路更加畅
通了。据区农服中心工作人员介绍，农
资宝App的运行，为广大农户、社会化服
务组织、综合利用站点与农业农村管理
部门提供了服务和管理的平台，实现了

昌平区农业废弃物“约、收、储、运、产、
换”六位一体全流程循环利用运营。

截至目前，农资宝App已在百善镇、
流村镇、兴寿镇等7个镇得到推广应用，
累计注册人数450人，完成订单643单，
回收处理农业废弃物5万余吨，生产并
兑换土壤改良剂约1.8万吨，有效推动绿
色发展蓝图在昌平区持续扩大。

数字化赋能
昌平草莓“金字招牌”越擦越亮

日前，全区五千栋草莓温室2023—
2024年昌平草莓季迎来完美“收官”。在
今年的昌平草莓季期间，昌平区发布了
促进草莓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
划，预计到2026年，昌平草莓种苗基地
将达3000亩，优种率保持在90%以上，年
产量可达600万公斤，农文商旅体融合
带动综合产值将突破4亿元。

十余年来，“昌平草莓”作为昌平区
区域发展的主导产业，凭借出色的品质
被收录到“北京优农”品牌目录，成为中
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作为昌平区强农
兴业的“金字招牌”，每一颗小小的草莓
背后都离不开强大的科技支撑。

来到北京万德园农业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可以看到成排的日光温室坐落有
序，颗颗草莓个大饱满、点缀棚内。据农
技人员介绍，要想草莓品质好，其生长与
收获时期的各项管理至关重要，管控是否
精准到位直接影响着草莓的产量与品质。

因此，区农业技术推广站以实现“数
字农业”为目标，从“以人为核心”向“以
数据和人并举”转变，在农业科学技术的
引进、应用上下足了功夫，数字菜田设备
就是其中之一。该设备以数据采集器为
主体，可采集空气温、湿度，土壤温、湿
度，二氧化碳浓度和光照强度6项指标，
帮助莓农准确掌握作物生长发育周期性
环境数据及农业设施空间数据。

“在使用数字菜田这套设备之前，我
们在平时的田间管理更多的是依靠于莓
农师傅的经验。但是由于园区棚室较
多，所以在标准上很难达到一致，每年都
会有几个棚室的植株的长势不是很理
想。”北京万德园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负责人李楠介绍。针对这些问题，在区
农技推广站的帮助、支持下，园区顺利引
进了数字菜田设备并成功投用，如今，每
个棚室内的温度、湿度、光照、二氧化碳
浓度等数据一目了然，园区工作人员只
需在电脑、手机上动动手指，便可实现对
棚室小环境的及时察看和轻松管理，莓
农的劳作时间和劳动强度降低了，草莓
的种植栽培也变得精准可控了。“通过使
用数字菜田设备，我们发现所有的棚室
的植株生长状况都非常好，产量比往年
提高了大概21%。”李楠说道。

但是要想真正实现昌平草莓的高质
量发展，只有生长环境的精确数据是远
远不够的，种植细节上的把控尤为重
要。其中，土壤温度作为重要的生态因
子，不仅直接影响草莓根系和茎叶的生

长，而且最终影响草莓的产量和品质。
日光温室冬季室内地温偏低，而低地温
对草莓植株生长发育的影响非常大，同
时昌平区草莓园温室灌溉用水常以温度
较低的地下水为主，浇水后地温迅速下
降，容易造成低温障碍，抑制植株对养分
的吸收积累，成为制约草莓冬季生产的
重要因素。

经过多次调研和考察研究，区农业
技术推广站牵头研发的灌溉水加温系统
成功解决了这个难题。该加温系统在原
始灌溉系统首部额外安装蓄水桶和太阳
能加热设备，利用太阳能进行加热后再
灌溉，可实现简单、有效、低成本地提高
灌溉水温的目的。“使用灌溉水加温系
统后，水温能够提升2~3度，草莓的产量
随之得到提升。据测量统计，每亩草莓的
产量大概可提升5%。”区农技推广站助理
农艺师李晨雨说，此外，加温灌溉的草莓
相比未加温灌溉时，低温季节单果质量可
提高约11.12%，果实糖度显著提高了
1.24%，水分生产效率提高了13.89%。

借助网络直播
昌平苹果产业高速健康发展

苹果产业是昌平区农业经济和农业
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全区苹果
产量总体稳步提升，生产区域布局趋向
稳定，科技创新能力大幅提高，苹果产业
对助力全区乡村振兴工作和生态文明建
设发挥了重要作用。而“直播带货”作为
互联网时代一种新型商业模式，当前已
强势崛起，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各行产业
链上一道独特风景。那么，这二者的相
遇，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去年12月，首个昌平农林产业直播
基地在乐多港奇幻乐园内建成，顺利举
办首场直播带货活动。“一天一苹果，医
生远离我，观众朋友们请看来自我们大
美昌平的优质苹果……”直播间内，各色
苹果琳琅满目，掰开多汁脆爽的苹果，咬
上一大口，在主播的展示下，不由让人垂
涎三尺、欲罢不能。

据了解，该直播基地由北京昌金圣
营农业专业合作社建设。“我们一直致力
于昌平‘农文旅’里面农业部分的线上宣
传推广，直播基地预计平均每年完成不
低于180场的线上直播宣传售卖活动，
主要是协助做好苹果、草莓等应季林果
销售，为农户们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
合作社负责人丁权昕介绍。

随着市民消费理念与消费方式的变
化，昌平苹果也在顺应着时代作出改
变。在区园林绿化局和北京昌金圣营农
业专业合作社的不断摸索与共同努力
下，全区各类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利用，通
过风风火火的“直播热”，让不小的苹果
以更加“符合潮流”的方式绽放出了更大
的光彩。

除宣传带货外，昌平农林产业直播
基地还设置有科普课堂、探索体验、科技
示范、文创展示等内容，全力助推“产学
研”“农文旅”融合发展。（张宜恬 徐括）

本报讯 今年，怀柔区雁栖镇依托与
中国农业大学共建的怀柔雁栖智慧农业
科技小院及智慧农业教授工作站，深入
探索智慧农业发展新路径，通过对雁栖
镇农业状况的调研分析，再结合区域农
业的发展现状，制定出五项智慧农业建
设方案，包含“雁栖农业一张图”“智慧化
蜜蜂养殖”“智慧蓝莓园”“智慧采摘园”
“云认养小程序”五项工作，预期实现雁
栖农业数字化智慧化的基础性建设。

在雁栖镇范各庄村，专业农用无人
机在试验田上方巡检、采集数据，这些数
据经过人工智能算法分析后，将反馈和解
读农田的生长情况和问题区域，帮助种植
户实时了解作物生长状况和土壤湿度等
关键数据，迅速响应农作物生长所需的各
种肥料和需要的植保干预，而这便是构
建起“雁栖农业一张图”的优势和成效。

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王耀君介绍：
“雁栖农业一张图”，主要是把整个雁栖
镇的主要的农业用地，包括整个生产的
部分由一张图反馈出来，以及做一些智
慧化的监测。比如说智慧蜂箱，主要用
在莲花池村的一个智慧养蜂基地，后续
能够有助于提升蜂蜜的品质，提高整个
养蜂产业的收入，大概可以提高10%~
20%的综合收入。

当前，五项智慧农业建设方案进展
顺利，智慧蜂箱的硬件设计已完成，配套
小程序也已初步完成，将实现5G网络实
时传输蜂箱状况。此外，数字化3D虚拟
采摘VR内容开发、蓝莓园智慧升级、云
认养小程序的主要功能界面的设计和开
发均已完成。

今后，雁栖镇将加深与中国农业大
学的合作，共同推动神农大模型2.0的发
布及应用落地，从而打造国家级智慧育
种基地，推动雁栖镇种业品牌、农业品牌
的建设，为雁栖镇的农业现代化、智慧化
注入新动力。 （北京怀柔官方发布）

平谷区山东庄镇推动
林下生出新“鸡”遇
本报讯 在平谷区山东庄镇集体林

场林下复合种养示范基地，树下成群的
北京线鸡或追逐嬉戏，或安静啄食，非常
有趣。与普通肉鸡相比，林下放养的线
鸡肉质鲜嫩爽口，深受市场欢迎。目前，
林场共养殖线鸡500只。

与传统的养殖基地不同，这里几乎
没有异味，也鲜少看见杂乱的场景。线
鸡散养在林间，林间分散搭设有4个移
动式简易鸡舍，内部铺设了厚厚的稻壳，
喷洒了益生菌用于分解鸡粪，在众多“黑
科技”的加持下，实行低密度小群分散饲
养，告别了有臭味的传统养殖方式。

在饮食方面，北京线鸡食用的是由
非转基因玉米和豆粕配制成的无抗生
素、无激素的安全日粮，并在林间种植了
菊苣草，可供小鸡自主觅食。

据工作人员介绍，在林下套养线鸡，
充分利用了林下空闲土地资源和通风透
光条件好的特性，线鸡排泄物也为林木
提供了有机肥料，促进了种养循环和生
态环境保护，进而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生
态效益的“双赢”。

下一步，山东庄镇将充分利用镇域
丰富的林地资源优势，积极探索绿水青
山转化成金山银山的新路径，持续推动
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乡村振兴增添
“新引擎”。 （北京平谷官方发布）

怀柔区雁栖镇制定
五项智慧农业建设方案昌平区驶上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快车道”

技术加持数字赋能

进入新发展阶段，发展新质生产力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
近年来，昌平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准确领会和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要
求，因地制宜在农业领域通过先进技术加持、数字化赋能、网络直播“带货”等举措，走上了发展“快车道”，让新质生产力在

“希望的田野上”形成生动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