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

特别关注 05 ■责编 吴哲 ■校对 唐青

■组版 郭英
2023年5月17日 星期三

种养结合 串起生态“循环链”

5 月 8 日，富平县流曲镇大岗
村的陕西嘉润生态农业循环经济
园区很是热闹，鲜红饱满的樱桃挂
满枝头，令人垂涎。樱桃丰收在
望，吸引了一批前来考察的客商。

“我们有 18 座大棚樱桃，还有
近百亩樱桃是露天种植的，品种
主要以‘美早’‘布鲁克斯’和‘萨
米脱’为主。最近，大棚里的樱桃
已经全部采完了，露天的这几天
就可以陆续采摘了。”园区负责人
孙政伟陪着客商走在樱桃林间查
看樱桃成熟情况，并热情地介绍
着园区。

行走在园区里，成片的樱桃
树绿意葱茏，不时传来几声清脆
的鸟叫声，规划整齐、环境优美的
园区建设令人耳目一新。孙政伟
说：“我们园区的‘美丽密码’是种
养结合、生态循环。园区种植樱
桃 100 余亩，养殖奶牛 500 余头，
已形成集规模养殖、有机肥加工、
果树种植、设施农业、休闲观光为
一体的综合性现代生态农业循环
经济园区。养殖奶牛能为樱桃提
供有机肥，形成种养结合、生态循
环的模式，实现种植养殖效益和

环境保护的双赢。”
尝到生态种养模式的甜头，

孙政伟计划在发展樱桃产业的基
础上坚持多元化发展，投资 500 余
万 元 新 建 奶 山 羊 健 康 养 殖 场 1
个，带动周边的养殖大户形成规
模化养殖。

近年来，陕西嘉润生态农业
循 环 经 济 园 区 转 变 传 统 养 殖 观
念，通过绿色种养循环，擦亮了农
业生态发展底色，助推经济效益
和生态环境双提升。如今，让农
业种养回归生态属性，已成为生
态农场绿色发展的共识。

在广袤田野，类似的生态农
场比比皆是：榆林市靖边县黄蒿
界镇马季沟村积极探索“一水两
用 ，一 田 多 收 ”的 蟹 稻 模 式 ，稻
蟹共生实现一地双收；西安市临
潼 区 马 额 街 道 马 额 村 的 茂 林 种
植养殖专业合作社，将生态畜禽
养 殖 与 有 机 石 榴 果 品 种 植 有 机
结合，让石榴品质和产量得到双
提升……

种养结合让农业废弃物实现
了废料“生金”，生态农场也在创
新实践中守护了农村生态环境。

绿色 科技 休闲

生态农场探寻多元发展新路径
本报记者 方腾

当科技赋能农业，各项农技大施拳脚；当创意邂逅农业，传
统农业绽放新姿；当农业贴上生态标签，农场蝶变美丽园区
……近年来，生态农场在三秦大地遍地开花，硕果盈枝。

随着农业现代化发展，各种绿色、科技、休闲的生态农场应运
而生，不断探寻多元发展新路径，不仅实现了现代技术与生态技
术密切结合，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兼顾，也助推了乡村振兴。

科技赋能“慧”就农业新图景

5G 监测、植保无人机播种、水
肥一体化、测土配方施肥、抗旱节
水、统防统治……各项科技成果在
田间地头扎下根、开出花，现代农
业的新图景正徐徐展开。

“这是我们的智慧平台，屏幕
上 显 示 的 是 园 区 果 蔬 大 棚 内 的
温度、湿度、二氧化碳含量、日照
强 度 等 指 标 曲 线 。 我 们 通 过 智
能调控果蔬生长环境，足不出户
就 可 以 实 现 对 果 蔬 的 田 间 管
理 。”5 月 9 日 ，在 陇 县 欣 绿 蔬 菜
专 业 合 作 社 的 智 慧 农 业 控 制 室
里，欣绿蔬菜专业合作社副理事
长 赵 宇 洁 一 边 操 作 电 脑 一 边 介
绍，智慧平台上土壤温度、湿度、
光照等情况一目了然，还可以通
过历史数据进行果蔬长势分析，
便于以后管理。

过去种地靠经验，现在种地靠
科技。这是新农人赵宇洁的深刻
体会。除了智慧平台，陇县欣绿蔬
菜专业合作社的园区里处处彰显
着“科技范”。

“像土壤养分和土壤酸碱度，
肉眼是看不出来的，现在通过环境
监测系统实时传输数据，如土壤温
度、湿度、养分、酸碱度等内容，可
以在土壤轻微干旱的时候及时进
行补水。”赵宇洁告诉记者，园区

里还安装了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
坐在电脑屏幕前轻点按键，就可以
为大棚里的果蔬精准补水施肥，省
时省力、科学高效。

目前，陇县欣绿蔬菜专业合作
社有设施果蔬种植核心基地 320
多亩、联栋温室 6000 平方米、日光
温室 5 座、双拱大棚 180 座，2023 年
初建成现代智慧农业示范园。园
区通过农业科技创新应用，科学种
植火龙果、樱桃、香菇、西红柿等

优质果蔬。
“今后，合作社将坚持以标准

化绿色农产品基地为依托，建设集
观光、采摘为一体的绿色果蔬智慧
农业示范园，促进农户增收，农业
增效。”赵宇洁说。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农业农村
的深度融合，让农业生产更显“科
技范”，让农民实现了从会种田到

“慧”种田的转变，同时为乡村振
兴注入新的活力。

种桑养蚕 创新发展新“丝”路

5 月 6 日，在汉阴县平梁镇兴
隆佳苑蚕桑专业合作社桑叶种植
基地，千亩桑园绘就田园诗画。连
片的桑树枝繁叶茂，桑叶青翠欲
滴，微风吹过，如碧浪翻涌，一派
生机。

几位村民穿梭在桑田间采摘
桑叶。他们手脚麻利，不一会儿就
装 满 了 一 箩 筐 。“ 今 年 桑 叶 长 势
好，我们计划多养些蚕，希望能有
个好收成。”望着连片的桑田，兴
隆佳苑蚕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蔡
清对今年的春蚕养殖信心满满。

在桑田不远处的蚕房里，工人
们小心翼翼地穿梭在一排排蚕匾
架 边 ，细 心 地 给 小 蚕 喂 食 桑 叶 。

“目前，我们合作社已建成 1500 亩
高标准蚕桑产业园，拥有 20 处标

准化养蚕工厂、1 处智慧化小蚕共
育室。”蔡清说，为有效利用桑园，
提升产业附加值，合作社还推出了
桑叶茶等产品，发展蚕桑深加工产
业，有效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接下来，我们将利用废弃桑
枝培育食用菌菇，着力延伸蚕桑产
业链条，不断壮大蚕桑产业实力，
突破蚕桑资源利用瓶颈，让传统蚕
桑产业焕发新的活力。”对于合作
社将来的发展，蔡清早有谋划。

近年来，汉阴县立足生态富硒
资源禀赋，坚持循环绿色发展理
念，先后围绕富硒产业建设现代农
业园区 127 个，成功创建省级现代
农业产业园 1 个、省级农村融合发
展示范园 1 个。

如今，生态农场的功能不再局
限于“餐桌”供给，而是延伸到了

“诗和远方”。近年来，生态农场
不断探索寓教于乐新方式，成了休
闲娱乐、农耕研学的“新宠”。兴
隆佳苑蚕桑专业合作社依托其资
源优势，开展传统蚕桑文化历史学
习、蚕桑特色科普教育、农耕农事
体验、特色桑果采摘等活动，园区
一年四季游客不断。

生 态 农 场 功 能 的 拓 展 ，解 锁
了更多“生态农场+”模式，让越
来 越 多 的 人 亲 近 农
业、爱上农业。

陇县欣绿蔬菜专业合作社智慧农业示范园里的水培蔬菜长势喜人。（资料图）

陕西嘉润生态农业循环经济园区的工人
们对樱桃树进行管护。（资料图）

汉阴县平梁镇兴隆佳汉阴县平梁镇兴隆佳
苑蚕桑专业合作社的千亩苑蚕桑专业合作社的千亩
桑田美如画桑田美如画。。（（资料图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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