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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 农优品牌 振兴先锋
广告

武汉农博会展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郝凌峰

盐碱滩上可以收获稻香千重浪；西
红柿可以被“精心算计”甜度口感；超级
巨轮卧波海上年产千万吨大黄鱼……从
粮田到果园，从深海牧场到畜禽养殖，在
青岛市，智慧农业正加速打破传统农业
在地域、时节、人力等方面的桎梏，绘写
着一幅优质高效的现代化农业生产蓝
图。近年来，青岛市坚持把发展智慧农
业作为现代农业发展的崭新赛道、关键
增量和战略支撑，以数据平台整合农业
农村信息资源，以智能装备变革传统农
业生产，聚集多方资源，加速推动现代农
业发展。

政府引导，促进智慧农业
高质量发展

“前面正在工作的设备是数字智能
接种后上架机，这 2 条生产线每小时可
完成 1万包的培养基上架。”在青岛莱西
市院上镇的山东艾泽福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总部基地智慧工厂内，不同的菌菇
生产、制作线正有条不紊地工作，在现代
化智慧设施加持下，这里已经形成包括
菌种研发，菌包生产、种植及销售，食药
用菌深加工及生物制药等食用菌全产业
链发展模式。“这是我们的培养基预培养
车间，达到百级净化程度，通过数字智能
温湿控系统，自动精准控制车间内的温
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使刚接入菌种
的培养基能够在这个车间内健康萌发，
成品率接近 100%。”艾泽福吉公司负责
人郭宏志介绍。

通过全自动的生产化设备与物联网
监控系统相融合，可以精确掌握关键数
据及指标的情况并进行适时调整，打破
了传统生产方式耗时费力、成品率低、污
染率高、菌包生长不均匀等问题。此外，
针对财务管理、原材料分布及供应、市场

销售行情等关键环节，艾泽福吉公司也
通过大数据及时汇集分析，助力其菌菇
产品销往世界各地。

在青岛，类似艾泽福吉公司的大型
种植智慧工厂不在少数，青岛市农业农
村局市场与信息化处处长张正杰介绍，
为了扶持数字农业发展，青岛在全省率
先设立智慧农业产业项目奖补政策，采
取“先建后补”形式引导市场主体投资智
慧农业建设，单个主体最高奖补 1000万
元。截至目前，已建设凯盛浩丰、艾泽福
吉等 5 个数字农业示范园，全面提升设
施种植等领域的数字化水平。此外，青
岛还将智慧农业建设纳入青岛市“十四
五”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规划，实施“种
业强农、数字强农”双强行动，出台《关于
加快推进智慧农业发展的实施意见》《青
岛市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
年）》等行动方案，系统构建起推动智慧
农业发展的“四梁八柱”。

技术驱动，凸显智慧农业
高科技底色

在莱西市南墅镇青山村东、黑虎山
南 300 米的荒山中，一座满满科技范儿
的现代化智慧牧场已经营多年。在这
里，猪仔住的是各类“楼房”，进食是“机
器饲养员”配送，呼吸的空气是经过过
滤处理的，甚至排放的粪污都是经过干
湿分离、绿色循环处理的，这座智慧牧
场便是新万福青山生猪养殖场。“单拿
饲喂这一项来说吧，背后的技术活儿就
很多。我们的自动饲喂系统包括分娩
和妊娠两种场景，设置不同的餐次、饲
喂比例和水料比，以达到最优饲喂效
果。其中，分娩精准饲喂系统设置待
产、分娩两种饲喂状态，根据胎次、产仔
数等个体差异精准控制食量；妊娠精准
饲喂系统设置初产和经产饲喂曲线，根
据胎次自动切换、调整饲喂量，根据日

龄自动调整妊娠母猪每个时期的参考
背膘值实行精准控膘。”新万福青山生
猪养殖场场长董晓峰介绍。

“智慧”不止于养殖，同样是位于莱
西的凯盛浩丰智能日光温室也在高效运
转当中。“我们的水肥一体化自动灌溉系
统会根据室外天气状况，自动进行定时
定量节水灌溉，或根据光照因素进行吸
肥灌溉，施肥机按照系统设定值对营养
液的 EC 值、pH 值和灌溉量进行精准调
控，水肥利用率达 98%以上，实现节水节
肥，保护土壤环境。”凯盛浩丰温室工作
人员介绍。从智慧牧场到日光温室，在
青岛，现代化技术正在不同的农业生产
领域中发挥重要作用。

大数据助力，推动智慧农
业新业态成长

“利用卫星遥感、人工智能算法和大
数据分析技术，开展主要粮食作物遥感
识别分析和地块级耕地监测，主要粮食
作物识别准确率达到 97%以上，产量预
估准确率达到 93%以上。”青岛市智慧乡
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史亮介绍，目前，
青岛在全市已经布设绿色高产物联网信
息采集点 44个，建设墒情、苗情、虫情等
物联网全方位远程监控体系。聚焦市场
供求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开发农产品价
格行情监测系统，累计采集并发布农产
品市场价格等信息 1100万余条，持续开
展市场监测分析，引导市场主体合理制
定生产计划，减少盲目跟风投机。

“数字”赋能，不仅让农业生产环节更
加高质高效，也为农产品销售带来更广阔
的市场机遇，从地头到餐桌的电商销售模
式，帮助种植户实现了增收致富。“山西、
河北、深圳……南北方的顾客都有。”青岛
九龙山农产品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春花
告诉记者，除了采摘、地头订货等形式，这
两年在政府扶持下，她也开始尝试直播卖

货，经过几年的经验积累，李春花的农产
品已经卖到全国各地，特别是当地有名的

“胶白”，在李春花直播间里不愁卖。近年
来，青岛抢抓“流量机遇”，建立15个农产
品直播基地，举办“青岛农品”直播带货、
组织开展“青岛农品”直播带货网红大赛
等活动，带动“本地直采＋集采”“生鲜电
商+冷链宅配”“中央厨房+食材冷链配
送”等新业态不断发展。

为了助力电商直播，青岛还进行了
农村冷链物流体系建设，实施农产品产
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工程，在农产品优
势产区布局建设 223个农产品产地冷藏
保鲜设施，总库容达到 40 万立方米，每
年增收 1 亿余元、降低果蔬损耗 20%以
上，有效打通了“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
城”的“最初一公里”。

“去年，青岛市智慧农业大数据平
台正式运行，这是全国首个集农业农村
大数据平台、乡村振兴可视化平台和重
大动物疫情调度指挥中心于一体的农
业农村大数据中心，汇聚农业经营主
体、主要粮食作物生产遥感监测、农产
品价格、乡村规划许可等 171类数据，建
成数字农经、智慧畜牧、质量安全等 15
个数字化应用场景，将农业生产主体、
农药经营主体、养殖主体和镇级农产品
快速检测站等纳入监管平台，实现生
产、加工、经营、管理、服务等全流程监
管。”青岛市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介
绍。农业生产数据分散、标准欠统一、
信息滞后是长期存在的问题，“数字”赋
能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方
案。“青岛市农业农村大数据中心作为
功能集成的应用平台，可以满足农业领
域在数据采集、治理、管理、分析共享等
方面的迫切需求，深入到生产、监管、销
售等全产业的各个环节，推动农业生产
朝着高质量现代化迈进。”青岛市农业
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山东青岛市：数智化拓展现代农业“新赛道”

8月2日，冠军中国选手龙道一（左）/王宗源展示金牌。当日，在巴黎奥运会跳水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中，中国选手龙道一/王
宗源夺得金牌。 新华社记者 张玉薇 摄

“商渔共治 护渔行动”
在浙江舟山市启动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锐）8 月
1 日，交通运输部在浙江省舟山市举办“商渔共治
护渔行动”启动仪式，全力防范化解8月至9月期间
渔船集中出海等季节性重大风险，维护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据了解，本次行动自8月1日开始至9
月16日结束。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将分区域分批次
开展“护渔行动”，聚焦进出港航路、船舶定线区、公
共航路和风电作业区等重点水域，综合实施海空立
体巡航、交通管制、商渔船舶点验、播发渔船集中进
出港预警等措施，全力防范商渔船碰撞，整治各类
违法违规行为，进一步提高船员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意识，普及商渔船防碰撞知识，保障我国沿海水上
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8月1日之后，全国沿海超12万艘渔业船舶将
分 4批集中出海捕捞作业，沿海通航密度骤增，商
渔船碰撞风险增加。此次“商渔共治 护渔行动”
将有效防范化解商渔船碰撞风险，维护海上通航
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启动仪式当天正值东海海域桁杆拖虾、笼壶
类、刺网和灯光围（敷）网4种专项特许捕捞渔船结
束休渔，江浙沪各地集中出港渔船近万艘，上海、江
苏、浙江、福建4地海事部门68艘海巡船艇、1架海
事固定翼飞机、17架无人机和450余名海事执法人
员等执法力量，在渔船集中出港水域开展海空联合
编队护航，通过交通管制、商渔船舶点验、安全预警
提醒等措施，全力护航东海开渔“第一网”。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郜晋亮

火把节是彝族最隆重、最重要的节
日，它有着浓厚的民俗文化底蕴。作为首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云南楚雄彝
族火把节，有“东方狂欢节”之称，民族节
日、民族服饰、民族歌舞绚丽多彩、风韵独
特，让民族与时尚交相辉映。

楚雄州是全国仅有的两个彝族自治
州之一，千百年来，汉、彝、傈僳、苗等多个
民族在这里和谐与共、繁荣发展。在楚
雄，随处可见火的历史、火的文化。每年
农历 6月 24日，火把节都如约而至。当地
各族群众尽享欢乐之余，全国各地的游客
也能过把瘾。

据了解，2023年楚雄火把节一日游游
客量达 120.54 万人次。今年楚雄火把节
期间，当地又创新推出了避暑游、研学游、
观光游、节庆游等系列路线，组织民宿、娱
乐等活动 121 项，让游客可以沉浸式体验
热情似火的楚雄风情。

今年的火把节不只有“火”，楚雄还玩
出了新“花”样。四季繁花似锦，目光所及
皆是花。

楚雄花文化传承千年、花产业方兴未
艾，这里不仅有冠绝滇中的茶花，还有实
现弯道超车的鲜切花。目前，该州鲜切花
面积和产量居云南全省第 2 位，年产鲜花
超过 35 亿枝。云南最大的鲜花线上交易
市场、彝锦繁花主题花园、云花会客厅即
将投入使用。

花锦汇文化产业发展（云南）有限公
司负责人倪梦岭说：“游客来到楚雄，可
以先到云花会客厅、彝锦繁花主题花
园，体验菌子幻梦、瑰梦仙踪、花灵奇
境、繁星树语、水漾花洲的独特魅力，并
放松身心感受热情好客的彝族人民带来
的鲜花茶、鲜花酒、鲜花宴、鲜花歌、鲜

花舞。”
新“花”样里自然不能少了楚雄彝

绣。这一闯荡过北京时装周、上海时装
周、米兰时装周的“非遗”，让5.7万名绣娘

“绣着花、管着娃、养着家”。
楚雄彝绣非遗传承人樊志勇从小就

对彝绣感兴趣，很喜欢和长辈们学习手工
刺绣技艺。借着楚雄州大力发展彝绣产
业的“东风”，她大学毕业就毅然回乡创
业，创办了自己的公司，致力于彝绣在现
代生活中的创新运用开发，如今已有17个
年头。

她告诉记者：“今年火把节期间‘梦回
千年 牵手时尚——指尖的技艺’彝绣动
态展非常有看头，除了‘遇见楚雄’‘绿羽
仙踪’‘福来云往’等系列彝绣文创产品，
还有技艺精湛的绣娘现场炫技。”

游完、玩罢，还得再来上一桌美食，毕
竟在游客心中，眼福和口福缺一不可。楚
雄的美食一定不会辜负你。

楚雄全羊汤锅、禄丰马帮肉、南华沙
桥千张肉、元谋烤乳猪、武定彝家坨坨肉、
姚安套肠等美食传承着彝家的传统味道；
永仁宜就凉粉、牟定腐乳、石羊土饼、松毛
豆腐等具有地域风格的小吃引人垂涎；白
竹山茶、哀牢山古树茶、彝家米酒定能让
您品佳茗、酌美酒、叙友情，齿颊留香的美
食天堂等您来寻味……

楚雄物华天宝、山珍荟萃、美食多
元，是野生菌的王国；南华县是全国生态
美食县、野生菌美食县。云南六大名吃
之一“楚雄野生菌火锅”入选“中国农民
丰收节”100 个乡村美食，黑井盐焖鸡、27
味 蘸 料 的 元 谋 凉 鸡 是 滇 菜 谱 系 中 的
名菜。

中国烹饪大师、云南省餐饮美食行
业协会名厨专委会副秘书长徐伟介绍，
楚雄有很多久负盛名的地方特色美食，
著名的“羊八碗”、云南传统汽锅鸡原料
武定壮鸡，姚安脆皮乳鸽、大姚核桃宴、
元 谋 凉 鸡 等 ，可 以 说 数 之 不 尽 、独 具
特色。

正是多样的文化，才让楚雄“火”出新
“花”样。

云南楚雄州：

四季繁花锦“火”得更绚丽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震宇）8 月 2 日，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
公室举行的“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
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上半年，我国消
费保持平稳增长，其中乡村消费零售额
达 3.14 万亿元，同比增长 4.5%，增速比
城镇高 0.9 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消
费支出增长 7.6%，增速高于城镇 1.5 个
百分点。

据介绍，今年以来，商务部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政策+活
动”双轮驱动，开展一系列的“消费促进
年”活动，成效明显。上半年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23.6万亿元，增长3.7%。

据悉，今年下半年，商务部将围绕办
好“消费促进年”活动、加力推进消费品以
旧换新、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壮大
新型消费、优化消费载体 5 个方面做好消
费工作。其中，在办好“消费促进年”活动
方面，将坚持“全民盛惠”，在城市里办“一
刻钟便民生活节”，在乡村开展“数商兴农
庆丰收”活动，让城乡居民共享丰收喜悦；
在壮大新型消费方面，将培育消费新的增
长点。发展数字消费，深入实施数字消费
提升行动，举办“数商兴农庆丰收”“丝路
云品电商节”活动。推动绿色消费，持续

推进新能源汽车、绿色智能家电、绿色建
材下乡。拓展智能消费，“人工智能+消
费”应用场景，扩大智能家居、手机、可穿
戴设备等智能消费。促进健康消费，持续
开展健康消费系列活动，健康消费进
万家。

此外，上半年我国对外贸易与投资
合作稳中有进。其中，上半年我国对外
贸易质升量稳。货物进出口 21.2 万亿
元，增长 6.1%。服务进出口 3.6 万亿元，
增长 14%。货物和服务进出口对经济增
长贡献率达 13.9%。

上半年跨境电商出口继续保持快速
增长，船舶、汽车等优势产品出口较快增
长；“投资中国”牌吸引力增强。举办 17
场“投资中国”重点活动，广泛宣传在华
投资机遇。召开 12 场外资企业圆桌会，
持续提高外籍人员在华生活工作便利
度，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上半年新设外资
企业数量达 2.7 万家，实际使用外资 4989
亿元。引资结构不断优化，高技术制造
业引资占比较上年同期提高 2.4 个百分
点；对外投资合作较快增长。上半年对
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5160 亿元，增长
19.5%。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 5133
亿元，增长 4.7%。

上半年农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