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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马永红）“以前种

地靠天吃饭，现在咱园区里的作物，那可

都是在科技的‘精心呵护’下成长。”近日，

记者走进晋中国家农高区设施农业示范

基地，放眼望去，园区内，柔性温室区气象

站屹立田间，实时监测着气象数据；保暖

式钢骨架大棚整齐排列，棚内各类蔬果长

势喜人，一幅科技与农业深度融合的现代

化田园画卷徐徐展开。据项目负责人杨

宇豪介绍，晋中国家农高区设施农业示范

基地是晋中国家农高区的标杆项目，总占

地面积约655亩，总投资达1.2亿元，分A、

B、C三区。项目自2020年4月开工，目前

已全部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如今，这里

不仅是种植户们实现梦想的“田园”，更是

山西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样板间”。

走进园区，科技元素随处可见。在园

区信息化中控室，工作人员通过电脑便能

实时掌握作物生长的各项数据，实现了集

约化、智能化、数字化管理。杨宇豪说：

“通过物联网系统，我们能精准知晓每株

作物的需求，灌溉、施肥更科学，不仅节约

资源，产量和品质也大幅提升。”同时，园

区还配建了博士（专家）工作站、冷库、净

菜加工车间、农机库等完善的基础设施，

为农业生产提供全方位保障。

走进18号棚内，只见一垄垄番茄植株

排列得整整齐齐，杨宇豪蹲下身子，轻轻

拨弄着番茄苗，说道：“就拿这底肥来说，

我们用的是蚯蚓粪，这可是提升地力的

‘秘密武器’。以前传统施肥方式效果一

般，现在用了蚯蚓粪，土壤的肥力和透气

性都大大改善，为番茄生长提供了优质的

根基。”谈及艺机一体化操作技术，杨宇豪

难掩兴奋之情：“以前人工撒肥又慢又不

均匀，现在机械化作业，效率是人工的20

倍。而且我们采用机械化定植机定植，一

台机器配上 2 个人，每小时就能定植 1.2

亩，是人工栽苗效率的5倍还多。”杨宇豪

一边说着，一边指着正在作业的机械，现

场一片忙碌而有序的景象。

杨宇豪接着介绍：“除了这些，水肥一

体化技术让作物‘喝’得精准、‘吃’得科

学。通过精准控制，每一株作物都能得到

恰到好处的养分和水分，既不浪费，又能保

证最佳的生长状态。环境智能管控技术就

像给大棚安装了一个‘智慧大脑’，时刻根

据生长需求，调节温度、湿度、光照等环境

因素，营造出最适宜它们生长的环境。此

外，病虫害综合防控技术，从源头预防，多

管齐下，保障了作物的健康成长，让我们种

出的产品更绿色、更安全、品质也更高。”

据悉，目前晋中国家农高区设施农业

示范基地已吸引山西农业大学及多家省内

农业企业入驻。在这里，科研人员进行科

研试验，探索农业技术新突破；开展南果北

种、中药材种苗繁育以及蔬菜瓜果类种植

实操，不断拓展农业种植边界。在这里，园

区运用多样化农业设施，引入先进设备技

术，全力试种高附加值农业新品种。通过

发挥平台集聚创新要素的功能，示范基地

大力发展现代化高效设施农业产业，引领

山西农业踏上高质量转型发展之路，为全

省现代农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

科技为设施农业按下“加速键”

本报讯 （记者 武玲芳） 春回

大地，万物复苏。连日来，在寿阳县广

袤的田野上，一幅热火朝天的春耕图

景正徐徐展开。作为传统农业大县，

寿阳县正以科技为笔、农机为墨，在希

望的田野上书写着现代农业发展的新

篇章。

走进寿阳县福康农业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智能水肥一体化示范园区高标

准农田里，8台农机具在农田间奏响春

耕进行曲。大型旋耕机在农机手的熟

练操控下来回穿梭，锋利的旋耕刀轻

松切入土地，将泥土层层翻开，沉睡的

土地瞬间变得

疏松透气，为春

播做足了准备。

“我们公司

11 台机械齐上

阵，目前已完成

3000亩的犁地、

旋地任务，剩余

7000 亩也将在

半个月内全部完成。”寿阳县福康农业

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示范园区负责人赵

爱民满怀信心地说。

除了现代化农机设备，福康农业

还依托智能水肥一体化平台，实现了

农业生产的精准化管理。在该县有机

旱作农业科研创新中心，技术人员正

对平台进行细致维护，确保各项功能

稳定运行。该平台集成了水肥一体

化、农事管理等13个功能模块，能够实

时监测土壤墒情、作物生长状况，为农

业生产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等玉米播种后，这个平台的作用

将更加凸显。”寿阳县福康农业建设

投资有限公司技术员赵令仪介绍道，

“通过智能化的灌溉和施肥，我们可

以为玉米生长创造最优环境，不仅提

高了产量和品质，还让玉米长得更加

茁壮。”

玉米种植产业一直是寿阳县的支

柱产业。福康农业建设投资有限公

司作为行业先锋，积极探索有机旱作

农业发展路径，成功推广应用了智能

数字水肥一体化技术，形成了“深松

深耕——种植——智能水肥一体化管

理——收获”的完整种植管理模式。

面对未来，寿阳县福康农业建设

投资有限公司监事柳宝平表示：“今

年，我们在原有智能水肥一体化示范

园区的基础上，又扩大了3000亩，建成

了万亩智能水肥一体化园区。到2028

年，公司智能水肥一体化种植面积计

划提升至5万亩，将为寿阳县争当发展

排头兵、建设幸福新寿阳贡献更多农

业科技力量。”

本报讯 （记者 张凯鹏） 当

前正值森林防火关键期，随着农事生

产、旅游踏青等活动开展，加之降水

偏少、大风天气增多等各类隐患交织

叠加，防火工作形势十分严峻。连日

来，灵石县各防火成员单位高度重

视，采取更加切实有效的措施防范化

解森林草原火灾风险，常态化开展森

林草原防灭火巡查，构建完善纵向到

底、横向到边的责任体系，扣紧防火

链条，全力打好森林草原防灭火“主

动仗”。

翠峰镇作为灵石县人口密集、森

林资源丰富的重点区域之一，一直将

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摆在重要位

置。特别是进入春季防火期以来，为

有效预防和遏制森林草原火灾发生，

该镇细化防控措施，工作人员在各入

山主要路口、防火检查站严阵以待，

对进山人员、车辆进行严格检查，严

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从源头上杜绝

火灾隐患。

“天干物燥，一个烟头、一点火星

就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造成巨大损

失，对入山人员，我们认真检查携带

物品，严防可燃易燃物品进山。”翠峰

镇苗旺森林防火检查站守卡员宋润

梅说。

既要在“防”上下足功夫，也要在

“救”上锤炼过硬本领，以万全准备应

对万一可能。在森林草原防灭火工

作中，灵石县各防火成员单位通过完善物资储

备体系、优化应急响应机制、强化专业力量建

设等举措，切实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

转化为守护绿水青山的实际行动。

此外，为提升群众森林防火意识，筑牢森

林防火第一道防线，提高森林火灾防范能力，

进入森林防火关键期以来，灵石县各部门、乡

镇通过创新宣传形式、拓宽宣传渠道，多方式、

多角度、多触角推动森林防火宣传走深走实，

营造出浓厚的森林消防宣传氛围。

本报讯 （记者 史俊杰） 乡村

振兴，产业是关键支撑。近日，左权县

麻田镇围绕核桃这一主导产业，在推

进核桃树托管的基础上，紧密贴合市

场需求，大力实施核桃品种改良工程，

力求实现核桃产量与质量双提升，助

力农民增收致富。

在麻田镇柴城村核桃园内，一片

忙碌景象。技术人员正专心地对核桃

树进行精心修剪，认真做好前期工作，

为后续新品种嫁接做好充分准备。

“此次改良采用高优嫁接技术，相

比以往品种，具有产量更高、品质更优

的特点。目前正在改良的礼品2号品

种，我们以确保成活率、保证品种纯正

为技术保障，并做好后续管理工作，让

老百姓在成活率和品种选择上都能安

心。”核桃树改良技术员吕殿源如是说。

自入春以来，左权县麻田镇在柴

城、麻田、泽城等多个村庄，集中开展核

桃品种改良工作，改良总面积达 1800

亩。此次改良工作由龙头企业麻田顺

康天然农产品有限公司负责实施，选用

礼品2号核桃品种进行嫁接。据测算，

该品种核桃进入挂果期后，预计产量将

提升30%。值得一提的是，礼品2号青

皮核桃近年来在市场上销售火爆，此次

改良将进一步提高核桃种植户的收入，

带动群众走上增收致富之路。

左权县林业局经济林站技术员张

勇表示：“核桃树品种改良是改变左权

县核桃品种杂乱、品质不佳、效益不高

现状的重要举措。当前正值春季嫁接

树体处理的关键时期，我们充分考虑当

地气候条件与市场需求，集中连片开展

品种改良工作。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

大品种改良力度，力争用十年时间完成

全县不良品种的改造工作，为乡村振

兴、农民增收提供坚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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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核桃品种改良 助力产业提质增效左权麻田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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