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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蛰“莓”香引客来

位于城阳区青岛绿沃川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的草莓大棚里，聚集了草莓种植
户、经销商、育种专家、加工企业及农业
农村部门业务主管共100余人，共商全市
草莓产业高质量发展大计。“如何提升高
架基质栽培草莓实用技术水平”“针对消
费者不同需求，如何拓宽销售渠道”……
这些草莓种植户们关心的一系列问题，
专家给出了建议。这次现场推进会将会
场设在草莓大棚，让科研专家、农技推广
人员和草莓种植户、经营主体，面对面研
讨交流，聚焦当前产业发展困境和技术
需求，探讨草莓产业生产、经营、销售的
创新和未来，推动全市草莓特色产业高
质量发展。

科技赋能玩出新花样

“我们借助智能物联管控系统，实现温
度控制精准化、水肥灌溉自动化，营造出最
有利于草莓生长的环境条件，这种空中草
莓不仅产量是传统种植的1.8倍，还自带网
红体质。”在绿沃川草莓种植基地的6000
平方米智慧大棚内，基地负责人李坤均介
绍道。李坤均轻点手机，棚内自动喷淋系
统随即启动，“智慧管家”实时监测着EC
值、pH值等15项数据。据介绍，大棚内
60000多株“空中草莓”通过高架基质栽培
技术实现立体化生产，这种模式较传统种
植提升40%土地利用率，亩均产量4500公
斤以上。

“我们安装了智能水肥一体机，可根
据草莓不同生长期自动调配营养液比例，
最高可以提升果实糖度达12度，而且营养

液循环利用率达95%，比传统灌溉节水
60%。”参会的西海岸新区唐老大草莓采摘
园负责人唐常滨分享种植经验。与此同
时，采摘园还依托病虫害智能防控系统，
通过光谱分析仪识别蚜虫、红蜘蛛等害虫
密度，联动释放捕食螨等天敌进行生物防
治。通过此项技术，采摘园草莓亩产效益
大幅提升。

“近年来，我们创新推广草莓高架基
质栽培、全程绿色防控、水肥一体化管理
等新技术，草莓种植品种、品质、品牌都得
到了大的提升。”青岛市农技中心副主任
李松坚说。的确，青岛草莓产业从“提篮
叫卖”到“云端热销”，从“单一种植”到“多
元融合”，科技赋能为草莓产业高质量发
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草莓这颗带着露珠
的小红果，在乡村全面振兴的画卷上勾勒
出浓墨重彩的“莓”好篇章。

协同推进“解”痛点

受多种因素影响，从去年12月份以
来，鲜食草莓价格持续走低，虽然相较其
他农作物收益尚可，但和往年相比收入打
了折扣，为了促进全市草莓产业高质量发
展，同时帮助草莓种植户解决在产销中遇
到的难题，适时召开了这次推进会。

“优良品种是优秀品质的前提，每年
基地都会引进10多个品种进行对比试验，
以便筛选出适合当地的更优质的品种。”
青岛佳垦农业服务有限公司草莓事业部
总经理梁鹏介绍。针对当前许多种植户
生产中存在的“有产量无价格”“有价格无
产量”等现实情况，来自于青岛农业大学、
青岛市农科院的草莓专家，向草莓种植户
们提出了通过种植管理标准化来解决的

方案。在活动
现场的立体栽
培草莓架下，专
家们结合观摩城阳区在草莓产业三产融
合方面的经验做法，从种植、养护、产销等
角度，分析了当前草莓产业面临的问题及
应对措施，与会代表纷纷表示这样放在田
间地头的现场会很接地气。

农户增收“致富果”

“这次推进会现场设在生产基地，创
新农技推广服务模式，整合全市草莓产业
链资源，搭建草莓品种、技术、信息交流服
务平台，研讨草莓产业新品种、新技术及
产销趋势，强化科技支撑，赋能‘青岛农品
’特色农业品牌建设。”青岛市农业农村局
种植业处处长宋辉说。青岛地处北纬37
度暖温带季风气候区，温度适中，四季分
明，是草莓繁育生长的黄金区域。近年
来，青岛市创建农业技术协同推广联盟，
构建起专家团队牵头、种植大户示范、小
农户跟进的扁平化农技推广新机制，全市
草莓产业实现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已形
成“种植面积3万亩、年产值超10亿元”的
规模化优势。

承办这次推进会的城阳区，是青岛市
草莓产业核心技术的重点承载区，草莓产
业现已成为该区的农业主导产业之一。
据城阳区农业农村局局长张海涛介绍，城
阳区大力开展优质农产品培育提升行动，
实施促进农业农村消费行动，通过提升优
质农产品供给质量，扩大优质农产品影响

力。特别是在草莓产业发展上，不断加强
与科研院所合作，推进产业研发、生
产、加工、储运和销售等全产业链建
设，提升草莓的产量和品质，草莓栽
培“五化生产”标准化体系成为青岛
市草莓标准化栽培技术标杆，示范基
地亩均效益突破18万元，草莓产品远
销全国各地市场。

青岛市进一步强化基地示范、能
人带动、技术帮扶等措施，逐步实现
育苗、种植、管理、销售的全流程服务

模式，加快形成草莓品种多样化、基地规
模化、管理规范化、经营产业化、投入科技
化的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本次草莓产业推进会，正如同破土而
出的新芽，为青岛草莓产业高质量发展注
入蓬勃生机，通过科技创新与产业协同
“双轮驱动”，让农家“小草莓”撬动乡村
“大产业”，小小草莓成为农户增收的“致
富果”。

草莓采摘地图发布

为方便市民游客体验春日采摘乐趣，
城阳区发布2025年春季草莓采摘地图，覆
盖上马街道、河套街道、夏庄街道、棘洪滩
街道等区域，共12家特色草莓园。

城阳区草莓产业不仅以科技赋能闻
名，更依托多样化的采摘园为市民提供丰
富的春日体验。青岛绿沃川空中草莓园
作为行业标杆，凭借智能化高架栽培技术
和“智慧管家”系统，成为游客打卡的科技
网红地；青岛焱盛生态旅游观光采摘园将
生态观光与农业结合，打造沉浸式田园体
验；青岛四季源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采摘
园以绿色种植和标准化管理吸引家庭游
客。此外，云头崮世外桃源生态园依托自
然景观优势，营造出“世外桃源”般的休闲
采摘环境；满园春家庭农场则以传统种植
融合现代技术，展现乡村田园的淳朴魅
力。其他如青岛乡缦草莓乐园、河南头村
刘仁一草莓园等，均以特色品种、亲子互
动或生态友好模式，成为市民探索“莓”好
时光的热门选择。这些园区不仅承载着
科技赋能的产业升级成果，更以多元业态
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 （据《青岛早报》）

青岛草莓年产值突破10亿元 远销全国各地市场

全国秋粮累计收购超三亿吨
本报讯 陈晨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

局近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
前，全国秋粮累计收购量超3亿吨，相当
于秋粮产量的60%，秋粮旺季收购“大
头”落地。当前，新季秋粮收购有序推
进，市场购销活跃，价格稳中有涨，收购
整体进展顺利。

秋粮占全年粮食产量七成以上，主
要包括水稻、玉米、大豆，分布在东北、黄
淮海、长江中下游、西南地区等13个粮
食主产区。秋粮收购开始以来，国家粮
食和物资储备局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
性收储，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

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国家有关部门
及时在黑龙江等粮食主产省启动中晚稻
最低收购价收购，指导中储粮集团公司优
化收购网点布局，最大限度满足农民售粮

需要。据了解，中晚稻旺季收购已于2月
底圆满结束，共收购1.05亿吨，市场价格
总体平稳，优质优价特征明显。其中，累
计收购最低收购价稻谷711万吨，占稻谷
收购总量的7%，在坚持市场化购销的同
时，有效发挥了政策托底作用。

此外，玉米大豆购销活跃。去年以
来，国内玉米市场价格阶段性低位运
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会同有关部
门深入开展监测预警和分析研判，坚持
分品种施策，认真落实储备收储、托市
收购等支持政策，有效发挥市场机制作
用，强化粮食产销衔接，激发市场活力，
引导各类企业加大收储建库力度。截
至目前，玉米、大豆旺季收购进入收尾
阶段，收购量分别超1.9亿吨、1000万
吨，均为近年来较高水平。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

司司长罗守全表示，随着玉米余粮逐步
减少，各类主体建库意愿增强，各级储
备企业加快轮入进度，深加工企业开工
率处于近年来高位，玉米市场购销两
旺。据了解，春节过后，随着收储调控
措施进一步落地、市场信心持续恢复，
玉米和大豆价格有所上涨，目前市场价
格均比去年12月份每吨上涨100～200
元，其中华北地区玉米上涨超过200元；
国内玉米期货价格保持整体上涨态势，
主力合约价格较年前每吨上涨200元左
右，反映了各类主体看好后市的积极心
态。国家粮油信息中心分析师齐驰名
表示，目前，全国淀粉加工企业开工率
在70%左右，同比有所提高。全国生猪
存栏已连续三个季度环比增加，带动饲
用需求提升。预计全年玉米消费增加，
有利于稳定国内玉米价格。

“创新推广高架立体栽培、智能水肥一体化、超早熟栽培等12项现代农业技

术，种植的‘空中草莓’创造超早上市新纪录，小小草莓成农户增收‘致富果’。”近

日，在位于城阳区棘洪滩街道东毛西毛乡村振兴片区内的草莓基地内，青岛市草

莓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暨城阳地产草莓品鉴推介活动举行，来自全市22家草

莓种植大户的30余个品种的草莓争相斗艳，接受与会代表的评鉴。城阳区同步

发布春季草莓采摘地图，启动促进农业农村消费行动大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