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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说起玉米，紫色、红色的玉米
相对稀少，但也不算罕见。可一穗玉米
同时有白、红、紫、黑等多种颜色的籽粒，
这样的“彩虹玉米”你见过吗？一穗玉米
既有甜玉米粒，又有糯玉米粒，吃起来口
感随机的“盲盒玉米”你尝过吗？

位于平谷区峪口镇的平谷数智农场
种植了130多个玉米品种，堪称“玉米大
观园”。玉米预计在9月中旬开始分批次
成熟，持续至10月底。

平谷数智农场占地面积300多亩，
是集科研、文旅、示范、推广等于一体的
综合性都市休闲农业基地，划分为优种
种植试验区、大豆玉米带状种植试验
区、高产试验区、高花青素紫株青贮玉
米种植试验区等。农场引入了浪潮集
团的智能化管理系统，建设了土壤、气
象、墒情等监测站，配备了无人植保拖
拉机等设备。

农场由北京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
所、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
北京天昊源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浪
潮集团等单位共同打造。通过北京农
林科学院玉米研究所赵久然研究员团
队的技术指导，让峪口镇特色玉米产业
发展，入门即高端、起步即快跑，也使玉
米优种、优育在农业中关村核心区生根
发芽。

接下来，农场将通过搭建数智农业
应用场景、直播电商平台，打造为面向全
国的靓丽展示窗口，助力农业中关村技
术和产业输出，让玉米为区域经济发展
释放强劲动力。

（高大尚平谷）

平谷区“玉米大观园”
130余个品种即将成熟“神农?固芯”智慧育种平台在怀柔区发布

本报讯 密云区东邵渠镇围绕市场
需求，立足资源优势，引进10余个李子
新品种进行试种，带动产业发展、村民
增收。

走进东邵渠镇石峨村李子新品种
培育园，每棵李子树苗前，都注明了它
的“身份”。今年，石峨村从村民手中流
转了11亩土地，建立李子新品种培育
园，引进了红香妃、国色天香、绿宝石等
12个李子新品种进行试验。

据东邵渠镇石峨村党支部书记唐
守军介绍，引进新品种是为了村民今后
的发展，李子在石峨村比较适应，在新
品中择优录选，将来以最好的品种推向
每家每户，把李子成熟季节互相拉开。

东邵渠镇被称为“中国御皇李子之
乡”，栽培李子历史悠久，已发展成为北
京市最大的李子种植基地。御皇李子的
核心种植区域主要在石峨村，每年6月下
旬至10月中旬御皇、早黄、牛心红、黑宝
石等30余个李子品种陆续进入采摘期。

特别是“密云八珍”之一的御皇李
子，凭借优越的自然环境、肥沃的土壤，
皮薄肉厚、口感香醇甘甜，每年到御黄
李子成熟的季节，电话预约和前来采摘
的游客络绎不绝。

石峨村引进新品种，促进李子产业
提质增效，进一步提升农业生产效益。
东邵渠镇将以石峨村为起点，在技术指
导服务、新品种推广、示范上做文章，把
李子品种优化作为村民增收致富的有
力抓手。

（北京密云官方发布）

密云区东邵渠镇推动
李子产业提质增效

本报讯 张佳琪 近日，中国农业
大学科研成果——“神农?固芯”智慧
育种平台在怀柔区科学城城市客厅
正式发布。此项科研成果可以有效
缩短育种年限，加速育种进程，助力
育种行业从“经验育种”到“精确育
种”再到“智慧育种”的转变。这也是
今年初怀柔区雁栖镇科学家工作室
建成投用以来，孕育孵化的系列重要
科研成果之一。

“神农?固芯”智慧育种平台通过
对海量农业书籍中的知识以及基因型
数据进行预训练，整合众多分析工具
和统计模型，可为育种行业提供丰富
的农业育种知识以及高精度的育种决
策支持。“特别是在基因型与表型性状
的分析中，模型能够利用算法构建性
状与基因型之间的关系，并对未鉴定
表型的样本进行预测，估算育种价值，
筛选出有育种潜力的样本，有效降低
选育成本，大幅缩短育种周期，提高育
种精确性。成果将广泛覆盖动植物品

种选育、品种种植区域推荐、环境性适
应性分析等多个农业应用场景。”中国
农业大学农业大模型研究实验室团队
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服务怀柔科学城建设，做好在怀
科研人员配套保障，雁栖镇盘活范各庄
村4座闲置房屋，共900平方米，打造科
学家工作室，为科研人员提供工作、会
议、用餐、居住等一站式服务。目前已
有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电子所及中国农
业大学三个科研团队的70余名科研人
员入驻。

作为首批入驻科学家工作室的团
队，中国农业大学农业大模型研究实验
室团队在雁栖镇提供的多个实践应用
场景帮助下，已收集了超过1000万条农
业知识图谱数据、超过5000万条现代农
业生产数据，涵盖农学、园艺学等学科，
为“神农?固芯”智慧育种平台的研发提
供坚实基础。

今年以来，雁栖镇科学家工作室
还孵化了“雁栖大脑”智慧管理平台

等一系列科研成果。“我们希望通过
科学家工作室，不断深化雁栖镇与各
类科研机构、企业和投资机构的合
作，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推动更多具
有创新性和实用性的科技成果落地
生根，让科学、科学家、科学城的联结
更加紧密、氛围更加浓厚、内涵更加
丰富。”怀柔区雁栖镇相关负责人说，
“我们正在规划科学家工作室二期建
设。建成后，雁栖镇科学家工作室总
面积可达6000平方米，满足300人入
驻需求。”

在当天的发布会现场，中国农业大
学还分别与怀柔区农业农村局、雁栖镇
签约，合作共建国家玉米改良中心怀柔
分中心、怀农智慧育种基地。为了加速
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北京怀农科技有限
公司、北京怀农种业有限公司、北京怀
农文化有限公司3家企业也于当天签约
落户雁栖镇，未来将打造集种业研发、
种业销售、农文旅发展为一体的智慧种
业产业链。

本报讯 日前，在北京市昌平区小
汤山镇国家精准农业研究示范基地
的15号日光温室中，北京市农林科学
院智能装备技术研究中心智慧节水
技术团队研发的宜机化日光温室的
变量智慧灌溉应用场景（以下简称
“变量智慧灌溉场景”），实现了宜机
栽培下的“大智慧”管理。

“变量智慧灌溉场景通过机械化
与数字化赋能，替代了传统人力和传
统水肥管理方式，实现了机械化、信
息化和绿色化生产协同提升。”中心
副主任郑文刚介绍说。

智慧节水技术团队利用物联网、
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重点
围绕“需水感知—灌溉决策—用水调
控”关键环节，以提高水分利用效率
为核心，开展智慧灌溉系统科学研
究、装备研发及集成应用模式构建等

工作，为设施、大田、果园等农业生产
提供用得起、用得上、用得好的变量
智慧灌溉场景。

近年来，我国大力发展东西垄向
的宜机化栽培模式，使机械化作业水
平大幅提升至70%左右。但随着种植
垄向的改变，作物生长的光热气环境
也发生了变化，传统的水肥管理模式
无法适用。

“变量智慧灌溉场景引入了大田
的变量灌溉思路，构建了基于累计
光辐射值为触发信号、分田畦为单位
的分区变量水肥管理方法，给温室里
每一棵作物按需按量浇水、施肥，在
保障它们茁壮成长的同时，实现水肥
高效利用。整个环节配套团队自主
研发的信息化测控装备，让农民在家
用手机就能实现生产精细化管理。”
团队负责人、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智能

装备技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张钟莉
莉说。

在 15号日光温室里，团队高级
农艺师李友丽正在用手机操作，实现
水肥自动化管控。张钟莉莉介绍，变
量智慧灌溉场景集成应用了团队自
主研发的多模态物联网监测技术、
分区变量精准灌溉技术及基于边缘
计算的智慧管控装备等，可实现番
茄动态生长过程的水肥智慧化按需
供给。

李友丽介绍，两年试验数据显示，
变量智慧灌溉场景下的生菜、番茄栽
培实现节水 10%以上，作物增产 5%~
10%，水分生产效率提高15%以上，综
合经济效益每亩可提高 2000元以
上。目前，该场景已经在京津冀等多
地推广落地。

（据《农业科技报》）

本报讯 种植红薯、推出深加工产
品、开设田间课堂、打造文化场院……
近年来，北京市顺义区大力发展特色农
业，红薯产业就是其中之一，小小红薯
打造了一条“甜蜜”产业链。

走进木林镇大韩庄村的韩晓农文
化场院，工人正在粉刷墙面，红薯宴?绿
色主题餐厅、农耕农食手作工坊教室、
场院民宿营地等区域已初见雏形，预计
今年9月投入运营。

“韩晓农文化场院由老旧库房改造
而成，作为红薯主题特色园区，这里将
构建产业聚集、创新项目孵化、绿色生
态农业推广等多功能平台，实现农商文
旅产业可持续发展。”大韩庄村党支部
书记张大维介绍。

大韩庄村农田多为沙土地，排水

性好，非常利于红薯生长，而且红薯
成熟之后品相好，市场接纳度高，加
上地理位置优越，红薯采摘也颇受
欢迎。

2022年春，大韩庄村首次小范围试
种了200亩红薯，平均亩产达2500公
斤，喜获丰收。当年国庆节期间，村里
开放采摘，小小红薯凭借甜蜜的口感俘
获了游客的心。仅这一次活动，红薯收
入就有10余万元，折合亩均产值5000
元。随后，红薯粉条、原切红薯片等深
加工产品陆续推出，村内集体经济不断
壮大。

2023年，大韩庄村种植红薯 320
亩，并开设了精灵薯田间课堂，以“薯乡
童趣”为主题，为游客提供体验性强、趣
味性浓的特色休闲场地。今年，大韩庄

村红薯种植走精品化路线，被赋予了全
新文化内涵的韩晓农文化场院将给市
民带来全新体验……有的玩、有的吃，
将来还能住，大韩庄村红薯“成绩单”十
分亮眼。

杨镇沙子营村拥有独特的沙质土
壤，非常适宜种植红薯。村内鼓励村民
种植薯类作物，推动红薯种植产业特色
发展，带动村民增收致富。如今这里出
产的红薯因口感香甜软糯而出名，每年
都有很多人前来购买。

从区农业农村局获悉，今年全区共
种植红薯1000亩。在市、区专业技术
部门的指导下，全区红薯产业从采收、
贮藏、出库等有了“一条龙”技术支撑，
顺义的红薯“致富路”越走越稳。

（北京顺义官方发布）

昌平区研发农业变量智慧灌溉应用场景

顺义区“小红薯”种出“甜蜜”产业链
今年全区共种植红薯1000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