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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镇，有
一片荔枝的“海洋”。这里有着琼北地区最
大的荔枝产业集群，总面积超过 11万亩，

“妃子笑”是主要种植品种。地处琼岛东北
部火山岩地带，这里的红土地出产的“妃子
笑”荔枝果品优质、果肉清甜。每年5月采
摘季，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都云集于此，将
荔枝以最快速度销售到全国各地。

荔枝产业在三门坡镇诞生、成长、壮
大，与一个国营农场——海南农垦集团红
明农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明农场）息
息相关。

1998年，海南省国营原红明农场根据
海南农垦总局的部署调整产业结构，开始
了种植荔枝、发展热带高效农业的探索。
在红明农场的带领下，邻近乡镇的农民纷
纷放弃了原有的低效产业，种起农场选用
的荔枝品种，跟着农场的技术人员学习种
植管理技术，种植荔枝8万亩。

时至今日，“荔枝”已成为红明农场最
鲜明的标签——建成海南省最大的连片
荔枝生产基地；2024 年，红明农场的荔枝
总产量达 6720万斤，总产值 4.7亿元。当
前，海南农垦集团正大力推进“一场一品”
战略，红明农场将荔枝作为主导产业积极
培育，做大做强自营基地，引进培育荔枝
新品种，推进标准化、规模化、智慧化生
产，进一步提升荔枝产业竞争力。

开展规模化、标准化生产

农场种荔枝，与农民种荔枝的区别在
哪里？

“规模化是前提，在此基础上，才能更
好地实现科技赋能，推动标准化、产业化、
信息化等，让荔枝产业走上高质量发展的
道路。”红明农场总经理余伟表示。

要实现规模化，首先要扩大自营土地
的面积。红明农场成立了工作专班，开展
土地确权颁证、土地资源调查，以及土地
规范化管理等一系列工作，积极盘活闲置

土地资源。目前，红明农场已建成荔枝标
准化项目基地10个，总面积约3200亩。

2022 年，红明农场公司制定了《海南
农垦红明农场有限公司“一场一品”三年
实施方案》，明确公司未来三年荔枝产业
发展计划，到 2025 年实现自控荔枝种植
基地4000~5000亩。

记者走进红明农场下属的海南荔海
农庄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荔海农庄），
一排排荔枝树整齐地排列着，它们都是按
标准株距种植，横看、竖看、斜看都是一条
直线。当下，荔枝树的树梢正萌发出嫩绿
的树芽，下面的叶片翠绿油亮，呈现出健
康的生长状态。农场施肥、植保多使用无
人机，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荔海农庄的
荔枝亩产量从2018年的1714斤提高至现
在的2500斤，品质也稳步提升。

2024 年，红明农场出台《自营作物标
准化生产基地管理办法（试行）》，为推动基
地标准化管护、责任化监督和高效化运营
提供保障。红明农场还致力于探索田间智
慧化管理，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

把科研“装”进基地

在红明农场 305基地里，按宽窄行种
植模式，两行荔枝小树间种植着两排凤
梨，有效弥补了荔枝树投产前没有效益的

“空窗期”。去年 12 月，红明农场采取高
接换冠技术，在“妃子笑”母树上嫁接早熟
荔枝品种“桂早荔”。记者看到，嫁接的枝
条已舒展出翠绿的枝叶，与“妃子笑”砧木
融为一体。

一直以来，红明农场公司辖区的荔枝
品种大都以“妃子笑”为主，“一品独大”导
致荔枝品种结构单一、产期集中。“这不仅
增加了病虫害集中暴发的风险，也给物
流、销售带来了压力。每年 5月荔枝上市
的季节，红明农场的荔枝常常会与广东、
广西的早熟荔枝上市时间‘撞车’，难以卖
上好价钱。调整、优化品种结构，延长荔
枝供应期势在必行。”余伟介绍。

去年以来，红明农场与海南省农业科

学院热带果树研究所合作开展荔枝优新
品种高接换种关键技术研发应用项目，研
究“妃子笑”荔枝换冠成早熟荔枝“桂早
荔”和“仙桃荔”的配套技术体系，探索成
花调控技术、保果壮果技术等优质丰产关
键技术研发与示范，以形成荔枝优质稳产
栽培技术体系。

荔枝宽窄行种植模式试验则是红明
农场与海南大学合作的研究项目。“我们
希望通过宽窄行配套部分机械化研究推
广示范，来优化荔枝种植结构，达到降本
增效的效果，并培育一支专业化、现代化
的荔枝管护团队。”红明农场总经理助理
罗永强介绍。

红明农场还与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热带
果树研究所合作研究荔枝种质资源圃建设
及其优异种质资源挖掘与开发利用。2023
年已完成 50 多份荔枝资源的收集，预计
2024年还将再引进50多种荔枝种质资源，
并同步开展鉴定评价及试验研究。

打通产业链上下游

今年4月28日，在海南寰球农产品拍
卖中心举行的荔枝线上拍卖会上，来自荔
海农庄的 70万斤“妃子笑”荔枝成功拍出
6.551元/斤的价格，远高于当地5元/斤的
均价，总成交金额458.57万元。

“今年拍卖中心提前谋划、精心组织，
积极联系多家客商到荔海共享农庄开展
产业考察和销售对接，我们的负责人还带
队前往相关行业展会，现场向客商发出

‘邀请函’，多措并举帮助红明荔枝拓宽销
售渠道，实现优质优价。”拍卖中心负责人
告诉记者。

5月13日，红明农场首批装载2.7万斤、
货值116万余元（泰国落地价）的鲜荔枝发
车前往泰国，这也是海南农垦的荔枝首次进
入东南亚市场。与中标企业海南联越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携手，红明农场有50万斤荔
枝出口泰国，售价能达到每斤43元。

“红明荔枝‘走出去’的背后，是红明农
场荔枝产业优异品质和核心竞争力的体
现。农场以荔海农庄为载体，加快打造荔
枝标准化出口示范基地，已获得中华人民
共和国海口海关颁发的出境荔枝生产、加
工、存放单位注册登记证书。”余伟表示。

红明农场还着力向产业链上下游延
伸——在上游建设荔枝新品种育苗基地，
培育早熟品种苗木，预计年可产 10 万株
优质荔枝种苗，从而带动周边农民荔枝品
种的更新换代；在下游配备完善冷链设施
和引进包装生产线，提供荔枝储存、预冷、
分拣、包装、运输等一系列服务，进一步延
长荔枝保鲜期。

海南农垦集团红明农场

壮大荔枝“甜蜜”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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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兴

存栏8300余头奶牛的牧场中，AI摄
像头、温湿度传感器、智能项圈、电子耳
标等自动化设备与人工智能、物联网、大
数据系统集成联动，人们在平台上就能
将牛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底。近年来，江
苏农垦大力推进数字农业、智慧农业，江
苏农垦优然牧业有限公司的“云养牛”模
式就是其中的代表。

过去，饲养员韩文康时常需要进出
牛舍，查看牛的生长情况。如今，只需通
过手机远程操作，这些信息就可一目了
然。韩文康说：“智慧养殖系统给每头奶
牛颁发了可自动采集数据的‘电子身份
证’，基本档案一牛一码。每头牛都佩戴
了与物联网平台联动的电子耳标和智能
项圈，该设备记录了奶牛的产奶量和体
高，全天候监测奶牛的呼吸频率、活动
量、躺卧以及反刍等信息，结合 AI 蹄病
识别与智能分群设备，可自动分析牛只
是否患病。若出现异常情况，系统将发
出预警并上报，根据患病牛只自动划分
群类治疗，做到早发现早治疗，还大大减
少了诊断时间。”

走进挤奶厅，两台 80位转盘式挤奶
设备正在运行。该设备能够根据每一头
奶牛不同的体况，精准探知位置进行挤
奶，自动进行清洗、套杯、脱杯的标准化挤
奶流程。这种挤奶方式降低了人力成本，
大幅提高效率，全程机器操作避免了来自
人的污染，从源头保障鲜奶品质。感应器
还能协助判断奶牛的健康状况，牧场技术
员宣海涛介绍：“转盘式挤奶系统可以帮
助牧场测算产奶效率、优化管理决策，从
而助力生产量更多、质更优的原料奶。”自

动挤奶机根据每头牛的产奶量及泌乳期，
科学设定挤奶次数，并根据单头奶牛产奶
量信息为其制定精料饲喂量，不仅降低饲
料损耗，还能科学补充营养。

各种数字技术大显身手，让管控无
“死角”。牧场牛舍中安装环境温湿度智
能管控系统，24 小时动态感知牛群位置
并实时反馈。系统根据牧场温度、湿度、
氨气、二氧化碳、PM2.5 等环境指标，依
据设置的阈值参数自主控制风机、水帘、
通风窗等设备的工作状态，实现自动通
风、喷淋、调温，提高牛舍环境清洁度，降
低奶牛发病率。同时，牧场里安装的
TMR精准饲喂设备和智能配料站，可采
集饲喂监管数据、记录每一种原料的投
料量、自动发放饲料，其配方精准率达
98%以上，打造牧场独有的“中央厨房”。

牧场采取粪污固体发酵、沼气烘干回
床、沼液还田方式，实现“变废为宝”，与资
源化利用相关的数字化设备大显身手。污
水循环管理设备收集牧场污水管路3D图
与污水监测点位信息，做到实时监测牧场
污水指标。沼气发电系统将处理粪污产生
的沼气用于发电，沼渣作为牛床垫料的生
产原料，不仅成本低，还有效降低了养殖风
险。同时，在场区配备废气检测设备，监测
养殖气体环境，配备消防监控设备，监测饲
草区与沼气发电区域烟火状况。经过无害
化处理后的沼液通过预设专用管道，在卷
盘式喷灌机的带动下自动喷洒在消纳用地
的田间作物上，形成种养一体循环。

智慧牧场大数据管理平台将牧场繁
殖、疾病、转群、防疫、营养、DHI、成本等
生产数据收集汇总，实现生产管理数字
化、流程化、智能化，大幅提高了鲜奶的产
量和质量，牧场鲜奶质量优于欧盟标准。

江苏农垦

数字牧场开启“云养牛”模式

□□ 谭玉娇

近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农
垦三河农牧场有限公司，应用水肥一体
化技术种植的小麦喜获丰收，产量较传
统旱田种植翻了一番。

“今年，公司种植水肥一体化地块面
积4352亩，其中滴灌水肥一体化3302亩，
喷灌水肥一体化1050亩，主要种植小麦、
油菜、甜菜等作物。由于夏季高温干旱，
更加凸显了水肥一体化技术的优势。当
前，首块小麦地块已完成收获，面积 382
亩，亩产 890斤，相较传统旱田产量翻一
番，也创造了公司小麦单产最高纪录。”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于德军介绍。

三河农牧场有限公司深入落实“藏
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致力于农业科
技创新与推广应用，大力发展水肥一体
化技术，促进农业生产提质增效。

据了解，为提升农艺技术水平，公司
选派部分骨干人员赴新疆实地参观学习
水肥一体化技术，并从黑龙江、新疆引进

“龙辐 159”“宁春 60”“久胜禾 424”三个
小麦新品种进行试验种植，预计亩产都
在830斤以上。

在春播阶段，公司结合生产实际，自
行研制了三台水肥一体化滴灌带铺设装
置，大大提高了作业效率。“该小麦地块
于5月7日播种，生长期内根据生长情况
和土壤条件进行了五次灌溉作业。采用
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可以通过精准控制
灌溉水量和施肥量，模拟自然降水过程，
科学调整水肥配比和灌溉频率，将水肥
以最适合作物吸收的方式送达根部，提
高水肥利用率，达到稳产增产的效果。”
第八连（队）农业技术员郭林介绍。

与传统灌溉方式相比，应用水肥
一体化技术的小麦不仅产量大增，而且
品质更优、抗逆性更强，不仅为公司带
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也充分展示了科
技兴农的成果。下一步，三河农牧场有
限公司将继续加大科技投入力度，探索
更多适合当地农业发展的新技术、新
模式。

内蒙古呼伦贝尔农垦三河农牧场

水肥一体化技术促增产

□□ 季大宇

当下，北大荒集团黑龙江鸭绿河农
场有限公司 43.68 万亩水稻进入中后期
管理。公司管理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督
促和指导广大种植户开展水稻中后期田
间管理工作，确保水稻丰产丰收。

“刘大哥，近期汛期雨水频繁，要提前
做好田间排水沟的挖掘，防止雨水排出不
畅造成倒伏而影响水稻品质和产量……”
近日，鸭绿河农场公司第四管理区技术人
员杨玉华向种植户王伟传授管理经验。

鸭绿河农场公司根据当前天气情况

和水稻后期病害防治、抗涝、促早熟等特
点，在各管理区成立了 12个由农业管理
人员、技术能手、种植大户等人员组成的
水稻技术服务小组，利用微信群、电话询
问和田间服务的方式，指导广大种植户
加强水稻后期病害预防工作，预防水稻
纹枯病、白叶枯病等病害，以及稻纵卷叶
螟、稻苞虫、三化螟、稻飞虱等虫害。同
时，各水稻技术服务小组成员深入田间
地头督促和指导广大种植户及时清除田
间池埂、田块四周、进水渠和排水沟内的
杂草，减少病原发生，增强通风透光性，
为水稻早熟创造有利条件。

北大荒集团黑龙江鸭绿河农场

加强水稻中后期田间管理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国凤

这几日的宁夏农垦集团渠口农场内，
大型收割机隆隆作响，穿梭其间，将一排
排玉米收割、粉碎，装入卡车，运往牧场，
为农垦 14.3 万头奶牛储备过冬“口粮”。

“今年种青贮玉米2.3万亩，每亩地青贮，
可供一头奶牛吃 6个月。”渠口农场总经
理马成斌说，渠口农场今年计划使用大型
收割机10台，转运卡车70辆，每天收割青
贮7000吨，预计收割青贮总量达7万吨，
将于9月15日前完成收割工作。

青贮饲料被誉为“草罐头”，与普通玉
米相比，具有产量高、纤维品质好、持绿性
长等特点，是公认的优质奶牛饲料。近年
来，宁夏农垦通过扩大青贮玉米种植面
积，将玉米秸秆加工制作成青贮饲料，有

效解决了奶牛冬季饲草料短缺问题，为宁
垦乳业提供优质奶源保障。同时通过“农
场+草业公司+牧场”的模式，让农场、牧
场在不愁青贮购销的同时，做到了降本增
效。宁垦乳业杨俊杰表示，渠口农场的青
贮玉米品质优良，淀粉和干物质含量均达
到“双30%”标准，符合牧场的标准，为奶
牛提供营养丰富的口粮。

近年来，宁夏农垦不断完善提升内循
环主导产业体系，释放产业价值效益，增
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今年，宁夏农垦青贮
种植面积达22万亩，预计产量76.6万吨、
产值3.5亿元。青贮玉米作为反刍动物重
要的饲料来源，对畜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垦区通过发展青贮产业，不仅能够提
高饲草料供应能力，还能促进农业产业结
构调整，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宁夏农垦

大型收割机“起舞”青贮玉米收获季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祖爽 庞博

9月，驱车从汕湛高速化州西出口下，
一路朝官桥镇方向行驶，约 3 公里，就可
以看到路边的化州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标牌，顺着标牌指引，蜿蜒而行约 10 分
钟，一片偌大的化橘红园映入眼帘。这里
是广东农垦集团红峰农场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红峰农场）19队化橘红种植基地，郁
郁葱葱的化橘红树铺满大地，层层叠叠，
相拥相簇，展现出勃勃生机。

红峰农场是广东茂名垦区主要天然
橡胶生产基地。近年来，在保持天然橡胶
高质量种植与管护的同时，为优化农场产
业结构，增强农场经济发展活力，红峰农
场开始积极探索产业多元化发展。

化橘红作为化州市独有道地药材，是国
家地理标志产品，被纳入广东省首批保护的
岭南中药材，素有“南方人参”的美誉，并于
日前被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纳入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
的物质目录。化州被誉为“中国化橘红之
乡”，红峰农场借助化州的区域地理优势，谋
划发展种植化橘红，促进农场增效，带动周
边村民增收。在这片热土上，小小的化橘红
走向全产业链发展，更带动红峰农场走出了
一条特色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调结构 标准化管理提质效

“我们这个基地在 2019年建成，种植
规模约2500亩，地块连绵成片，土地肥沃，
环境优美，特别有利于化橘红生长。”化橘
红种植基地负责人陈忠华向记者介绍道。

记者了解到，红峰农场此前以橡胶作
为唯一产业，近年来，为改变单一产业结
构，进行产业调整，开始以天然橡胶作为
战略主导产业，南药种植、蛋鸡养殖多元
化产业协同发展。据陈忠华介绍，化橘红
种植3年后可采收，7年后达到高产。

现在的成果来之不易。想当初，化橘
红对于陈忠华和众多基地职工来说是个
新作物，大部分人对化橘红都是第一次接
触，只能从零学起。为了尽快熟悉化橘红
的种植知识，陈忠华白天在山上观察化橘
红的生长，晚上趴在电脑前查找化橘红种
植管理的相关资料。他把监督两个孩子
学习的事都推给了妻子，妻子也不免抱
怨：“你一个种化橘红的，做的功课比两个
孩子三年的作业都多。”

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钻研，他对化橘
红种植管理的理解和操作能力迅速提升，
并把这些管理要点都教给了其他职工。

“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化橘红规模化种植
和标准化管理。化橘红全年都要进行管
理，每一个季节的管理要求都不一样。例
如现在这段时间要进行施肥、除草和防虫
工作，而每年立秋之后就要开始控梢促
花。”陈忠华说得头头是道，还拉过枝条比
划着，“通过控制水肥、深翻断根、环割等
手段促使养分积累，利于花芽形成。”

当然，仅仅靠陈忠华一人是不够的。
据红峰农场负责人夏显辉介绍，农场还引
进了管理人才，聘请技术专家指导，加强
化橘红基础抚管工作。

红峰农场 19队的化橘红一天天茁壮
成长，树形美观、枝繁叶茂、长势喜人。
2021 年，红峰农场 19 队化橘红种植基地
被列入化州市国家级化橘红产业园高标
准化种植示范基地。2022 年该基地化橘
红开始试产，目前总产量已经达到鲜果22
万斤，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为红峰农
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打下了基础。

强特色 销路畅通保增收

记者了解到，基地的化橘红每年 3月
开花，4 月中下旬胎果直径达 7 厘米左右
时即可采摘。那么，这些成熟的化橘红销
往何处？

“在销售端，农场积极对接下游药企，
目前我们已经和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达成合作，以每斤 8元的价格出售
鲜果给企业。”夏显辉表示，“我们的化橘
红质量好，口碑好，认可度高，所以企业收
购价格比市场价高出不少。”

销路不愁，职工们的干劲儿和信心都
更足了。据陈忠华介绍，在带动职工增收
方面，职工们负责承包管理化橘红树，每
个月按照作业任务完成作业量，领取劳务
费。特别是到了采果期，职工们还能再多
一份收入。“我们会评选优秀标兵，如果苗
期管理得好，病虫害少，还可以获得几百
元的奖金。化橘红到了采果季节，职工参
与采果也有劳务费，每采 1公斤鲜果可获
得0.5元报酬，多劳多得。”陈忠华说。

目前，在职工们的精心管理下，基地
化橘红的亩均产量为 200~250公斤，预计
2026 年到达高产期后，亩均产量可达
450~500公斤。

“我是2020年3月开始在红峰农场化
橘红种植基地工作的，目前我的职位是化
橘红树木抚管工人，我管理着 2785 株化
橘红树，平时会根据公司的作业计划，对
化橘红进行基础抚管工作。公司按月计
酬，现在我已经非常熟悉管理流程了，管
理起来难度不大，加上标兵奖励，现在月
收入能有 4000多元。”化橘红种植基地职
工陈雄告诉记者。

谋布局 打响品牌促融合

在解决了种和销的问题后，红峰农场
并没有止步不前，满足于此，而是开始思

考产业链的延长和价值链的提升。
发展精深加工是化橘红产业链上的

关键一环。在基地的产品展示厅中，包装
精美的化橘红礼盒颇为引人注目。“我们
采摘的果实除出售给药企外，还由农场进
行加工，生产车间占地共 4000平方米，目
前已有完整的生产线，可将采摘后的橘红
果进行清洗、分拣、烘干，制成化橘红切片
礼盒，投放至市场进行销售。”陈忠华表
示，“下一步我们的计划是从化橘红中提
取精油，制成精油产品。”

“接下来我们将抓好化橘红产品设计
及推广工作，对化橘红产品进行重新设计，
推出具有农垦元素专属化橘红礼盒包装，
积极参加海峡两岸现代农业博览会、茂名
市百千万工程特色农产品展销会等，打出
自己的品牌，增强影响力。目前农场自主
打造的‘红峰橘宝’品牌已成功入选中国农
垦系列品牌目录。”夏显辉自豪地说。

今年3月，红峰农场19队化橘红种植
基地被化州市列为精品赏花线路之一，在
化橘红开花期，基地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
踏青赏花。漫山的化橘红花竞相绽放，花
团锦簇，让人流连忘返。

这也让红峰农场看到了化橘红基地农
文旅融合发展的良好前景。今年红峰农场
创新经营模式，在种植基地精心挑选了一批
化橘红树，面向公众推出认养活动，每株果
树的认养价格为888元，认养期限为1年，认
养会员在认养期间享有化橘红树的命名权、
养护参与权、果实收获权。待果实成熟后，
果园基地会通知认养会员分批采收或安排
工人帮忙采摘，然后免费加工成干果，并赠
送两个精美玻璃包装罐。果园基地保证收
成后每株化橘红保底干果产量6斤。

“客户认养成功之后，我们通过线上
进行售后跟踪服务，让认养成功的客户可
以到基地现场看看化橘红果树的生长情
况。”红峰农场直属单位、化州鑫元农业有
限公司负责人刘付志彬介绍道。

初秋的农场化橘红园区，空气清新，绿
意盎然，前来打卡拍照的游客络绎不绝。

广东农垦集团红峰农场

种下一棵化橘红 蹚出三产融合路

图为游客在红峰农场19队化橘红种植园中漫步。 苏圣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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