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市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
以科技赋能乡村振兴

智慧农业促发展
乡村产业更兴旺

文 / 记者 张凯鹏 图 / 记者 杨洋

智能温室大棚里，一棵棵

蔬菜加速生长；有机旱作标准

化示范区内，一株株玉米长势

旺盛……今年以来，我市以学习

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因

地制宜将科技创新运用到乡村

振兴全过程各领域，强化农民增

收举措，大力推动科技赋能县域

经济发展，推广农业生产新品

种、新技术、新模式和新装备。

科技助农保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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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记者驱车行驶在寿阳县乡

野间，目之所及，是一片片笔直、碧绿的玉

米。作为典型的雨养农业和有机旱作农

业区，今年寿阳县遭遇 20 年未遇的干旱

气候，旱地玉米的长势受到一定影响，个

别地势较高坡地的玉米，株高不是太理

想。然而，令人欣喜的是，当记者来到几

个有机旱作现代农业示范园时，却是另一

番景象：集中连片的玉米株高叶绿、苗壮

植密、长势旺盛。

在寿阳县景尚乡贾豹村的有机旱作

玉米种植示范区，由于这里是水肥一体

化灌溉示范区，所以，玉米的长势比旱地

玉米要好得多。

记者在地头看到，水肥一体化设备非

常醒目。一个可存 500 立方米水的银色

储水仓旁，是一间安放着3种不同有机肥

储箱的小房子，通过输水管道和发电设备

将有机肥按时、定量地施用到田地里。百

米开外，一组检测设备正在运作，根据检

测到的相应数据确定是否给玉米灌溉、何

时灌、按什么比例灌。

这片玉米地位于寿阳旱作农业生态

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附近，水肥

一体灌溉技术正是在该研究站科研人员

的指导下完成的。

而在位于寿阳县朝阳镇胜利村嘉禾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禾公司）

的有机旱作标准化示范区，又是另一番情

景。一片 400 亩的集中连片玉米种植示

范区，玉米长势不亚于景尚乡贾豹村玉米

种植示范区，但这里的玉米是纯粹的旱作

玉米，一滴水也未曾浇灌过。

这一切得益于嘉禾公司独创的旱作

玉米深松密植耕作技术。

一样的土壤、一样的干旱，却是完

全不同的长势。科技在玉米种植方面

的重要性再次显现出来。自深入学习

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振

兴工作开展以来，许多管用、实

用、好用的抗旱节水有机旱作

种植技术，正在寿阳县大面积

推广实践，为确保秋粮丰收

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位于祁县昌源河畔的山

西昌源河畔农副产品开发科

技有限公司，有着全市最先

进的果蔬智能分拣系统。

日前，记者走进该公司的生

产车间，负责人闫俊指着果蔬智

能分拣系统向记者介绍说，智能分拣

系统每年可分拣6500万斤果蔬。最为关

键的是，探头可精准检测出水果的含糖

量，以及“霉心病”。

山西昌源河畔农副产品开发科技

有限公司主要经营酥梨生产、销售、贮

藏等业务。20 间自动冷鲜库，1200 吨的

库存容量，使得当地仓储保鲜能力、商

品化处理能力明显提升。值得一提的

是，该公司斥资100 万元打造的

“祁县酥梨数据中心平台”，实

现了产品追溯。

“有了科技企业的加持，小

农户与大市场有效衔接，产

销对接更加顺畅，水果腐

烂、乱堆乱放现象减少，杜

绝了对空气的污染和病虫

害的传播。”在祁县现代农

业产业发展中心果蔬站站

长卢海波看来，这一举措极

大地促进了当地酥梨产业的

可持续发展。

科技赋能，产业精进。眼下，

祁县投资6500万元，整合8万亩酥梨

种植基地，高标准打造市级酥梨专业镇；

积极推进富硒酥梨基地建设，可提价

20%，新增产值 1.7 亿元；探索酥梨落果、

剩果酿造白兰地，经发酵后每斤售价可达

500余元，已向如燕酒庄提供50吨酥梨进

行试生产。

自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以来，

祁县积极推动农业精深加工向高科技、

高附加值发展。比如，该县持续推进总

投资 9300 万元的凯盛畜产品项目，现已

完成投资 4800 万元；推广大豆玉米套种

1.51 万亩；实施 400 亩覆膜早播、膜下滴

灌试点试验；打造两万亩试验基地，探索

推广玉米“品字型宽窄行”密植、“探墒沟

播”等有机抗旱新技术，推动有机旱作农

业纵深发展。

夏风炽浪，万物华实。走进和顺县

田润生态农场的双层连栋智能温室大

棚内，只见绿油油的螺丝椒水灵鲜嫩、

红彤彤的西红柿挂满枝头、紫亮亮的茄

子长势喜人，整个大棚里弥漫着蔬菜的

清香，让人垂涎欲滴，吸引了不少顾客

前来购买。

“我们这里通过应用智能化控制系

统，精准调控光照、温度、湿度等条件，再

加上技术人员的精心管护，实现了彩色小

西红柿、黄皮尖椒、密刺黄瓜、水果黄瓜、

黑圆茄等蔬菜的高品质种植。”田润生态

农场技术二组组长任俊礼介绍，“科学种

植管护，可以有效减少病虫害传播，使产

品更加优质。”

作为和顺县的特色农业产业龙头企

业，为带动周边村更多群众增收，田润生

态农场采用“基地+村集体+农户”的利益

联结机制，同时通过土地流转、投资分红

等方式，为松烟镇带来 130 余万元的收

益，实现了群众增收、村集体经济壮大和

企业发展的共赢局面。

今年以来，和顺县田润生态农场在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的过程中，依

托松烟镇得天独厚的环境优势，秉持绿

色、生态、环保的经营理念，积极培育以

蔬菜种植为核心，探索集育苗、育种、研

发于一体的发展模式，逐步搭建起现代

化农业产业体系，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奠定了坚实基础。

和顺县田润生态农场相关负责人表

示，他们将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

引领，着力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撬动农业全产业链开发、全价值链提升，

带动乡村全面振兴，让农业更强、农村更

美、农民更富，为和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增添强劲动力。

科技赋能，助力发展。从“人扛牛拉”

到“机器耕种”、从“靠经验”到“靠数据”、

从“汗水农业”到“智慧农业”加速转变，在

晋中大地，科技创新正为农业农村现代化

发展插上智慧的翅膀。

科技引领强产业

科学种植“菜生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