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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殷新 通讯员 张
海波 王英飞 摄影报道）3月26日，一场淅淅沥
沥的春雨刚过，招远市玲珑镇山前路家村种粮大
户路观元早早就来到了自己承包的70多亩麦地
旁，等待罗山水库开闸放水，给小麦浇灌“返青
水”。看着新修的水渠里汩汩流淌的水，路观元
喜笑颜开地说：“国家对我们老百姓种粮太支持
了，既有优惠政策，又在山里修了公路和水渠，去
年我靠卖粮赚了七八万元，今年修好了水渠，我
更是旱涝保丰收啦！”

在山前路家村振鹭合作社的地头边，村党支
部书记路瑞良对今年的粮食丰收充满了期待。
路瑞良说：“我们村里的水渠年久失修，到农田里
的山路更是崎岖狭窄，往年取水浇地，既不方便
且水资源利用率低。去年，听说‘高标准农田整
县推进示范项目’在招远落户，很快，施工队就进
驻我们村，入冬前就修好了到地里的水泥路，水
渠两边也砌上了40多公分高的石头，还往前延
伸了几百米，又能多浇灌几十亩地。有这么好的
灌溉条件，我们合作社的300亩小麦，加上秋玉
米，今年盈利30多万元，给合作社股民50%的分
红是不成问题的。”

去年3月 30日，省农业农村厅发布《关于
2023年高标准农田整县推进示范县的公示》，确
定9个县（市、区）为2023年高标准农田整县推进
示范县，招远市成功争取到烟台唯一的高标准农
田整县推进示范县项目。项目紧紧围绕“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国家战略推进实施，打造“以生态
发展为基础，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产能提升为

宗旨”的可循环、可复制生态循环农业产业模式。
招远市高标准农田整县推进示范项目将利

用3年时间，实现招远市符合条件的宜建高标准
农田耕地全覆盖。其中，2023年已分别在玲珑、
阜山、夏甸、泉山四个镇街建成高标准农田两万
亩。以2023年玲珑镇0.7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
项目为例，项目位于镇驻地东北部及东部，东至
玉泉庄村，南至龙泉庄村，北至欧家夼村，西至吕
格庄村。总面积2.1993万亩，耕地面积0.7万亩，
涉及吕格庄、山前路家、玲珑台上、玲珑高家、欧
家夼、玉泉庄、龙泉庄、虎王庄、磨山夼路家9个行
政村。

项目规划初期，招远市农业农村局会同有关
专家多次实地勘察，对项目建设的必要性与可行
性进行了分析：该项目区为低山丘陵区，地形平
缓，区内土壤主要为砂壤土，有效土层厚度大于
80厘米，土壤熟化层厚度60厘米以上，适宜各种
农作物种植。大田粮食作物主要为小麦，根据
2022年招远市统计年鉴，夏粮单产382.8公斤/
亩，秋粮单产389.7公斤/亩，考虑小麦玉米两年
三熟，计算得粮食平均亩产量为642.6公斤，在招
远市属于中等水平，需通过地力培肥进一步提高
农田质量等级。

项目区灌溉水源以水库、塘坝等地表水为
主，以农用井等地下水为辅。罗山水库干渠大部
分于1958年建设，运行多年，局部破损严重，并
有倾倒现象，灌溉水利用系数低；其它支渠主要
以土渠为主，有砌体的标准低，渗水、漏水严重，
灌溉水利用系数低；距离渠道较远的耕地灌溉方

式主要为软管，软管由农户自己购买，灌溉时暴
露在外容易破损，使用年限低、年折旧高，且灌溉
时费事费力，成本高，田间基础设施及灌溉条件
都亟待改善。项目区部分田间道路等级低，路面
宽窄不一，高低不平，素土路面，雨季泥泞，影响
农民田间作业，更不适合农业机械耕作的需要。

调查结束后，根据项目区的基本情况和特
点，建设重点突出土壤改良、农用井清淤、建设泵
站、节水灌溉、渠道维修、生产道路及农田输配电
建设等工程，把项目区建成以优质粮食为主要内
容的农业生产基地。同时，根据玲珑镇水资源分
布情况及用水需求，实行开发新水源、改造旧水
源、发展节水农业、注重水土保持相结合的措施，
采用渠道自流及管道灌溉两种方式，提高灌溉水
利用系数，解决灌溉用水不足的问题。

此外，此次项目建设泵站8座，铺设PE输水
管道8公里，达到供水至田间地头，实现高效节水
灌溉面积1305亩。据估算，玲珑镇项目建设完
成运行后，年可节约灌溉用水近46万立方米，年
增产粮食32万公斤，大大提高农田的产出能力，
实现农业增产增收，有效节约水资源。

一处高标准农田，惠及一方百姓。高标准农
田是一项让农民看得见、摸得着实惠的民心工
程。在高标准农田建设上，招远市坚持因地制
宜，针对不同项目区的农田设施短板和农业生产
主要障碍因素，统筹做好新建和改造提升，推动
农业基础设施的完善，切实巩固和提高粮食生产
能力，为农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夯实基
础，助推农业发展再上新台阶。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庞磊 通讯员 姜
祥）春来仍寒，海阳市二十里店镇姜锐果蔬种植
合作社的白玉黄瓜大棚内暖意融融，已然是一派
生机勃勃的景象。

“通过烘干机加温，这里面有30多度呢，是
最适合白玉黄瓜生长的温度。”合作社管理人员
姜吉波一边掐着卷须一边说，一亩半的大棚现在
一天能摘120斤白玉黄瓜。

作为海阳市的地标性特产，白玉黄瓜在海阳
已有上百年的栽培历史，先后被评为“全国名特
优新农产品”和“全国互联网地标产品（蔬菜）”。
作为果蔬大镇，二十里店镇积极探索标准化种
植，推动市场占有率和农民收益双提升，目前，全
镇温室大棚种植白黄瓜的村庄超过20个，种植
白玉黄瓜超过2000亩，年产量1.5万吨以上，产
值逾4亿元。

“今年的白玉黄瓜口感好、数量多，每斤能卖
5-6块钱。”姜吉波说，通过采购商上门收购和电
商销售，海阳白玉黄瓜畅销全国各地。合作社也
带动了周边村民家门口就业，“现在每天有30多
名村民在这帮忙干活，他们一天能有100元左右
的收入。”

依托西红柿、白玉黄瓜、软枣猕猴桃等特色
产业优势，2022年，二十里店镇顺利获批“省级
农业产业强镇”，2023年成功申报并入选了国家
农业产业强镇创建名单，获批中国农业技术推广
协会全国首个富硒软枣猕猴桃示范项目，并续建
田园综合体项目，在农业产业化发展方向上迈出
了坚实步伐。

夜幕降临，海阳市发城镇工业园区的王掌柜
发城苹果综合体项目生产车间内，车间管理员张
健正在巡检各智能化机械设备运行情况。“我们
有22条分选线，一天能筛选100吨苹果，如果纯
人工分拣，就需要400多人。”

2023年10月16日，王掌柜综合体项目投运
营，整个项目集数字化、智能化、可持续化于一
体，不仅实现了对种植过程的全面监控和精准管
理，还有助于提升果实的品质，每一颗苹果都可
以扫码追溯。

“你看这颗苹果外观看起来很新鲜，但果心
内部是黑色的。”山东王掌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冯超拿起一颗苹果讲解道，经过数字化苹
果分拣线，就像做CT一样给苹果“体检”，将“内
伤”反映出来。

冯超称，今年企业计划生产加工量16万吨以
上，同时配套建设3000亩高标准矮化密植示范
园。建成后，示范园将采用智能种植管理模式，并
逐步引导周边农户和专业合作社进行产业联结，
为当地农户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和技术指导服务。

冯超介绍，项目投运以来，积极推动“公司+
自建+合作社+农户”发展模式，订单式种植、全
程冷链化配送，并将海阳特色地域文化融入产品
包装，目前，产品已远销东南亚、中东地区。

农村条件不同、自然禀赋不同，发展路径也不
尽相同。海阳留格庄镇网纹瓜年产216万多斤，
带动农户收入“水涨船高”，秋月梨作为小纪镇名
优农产品远近闻名，朱吴镇数字化暖棚做强“樱桃
经济”……因地制宜，找准产业，创响一批“乡字
号”“土字号”品牌，才能让农户鼓起钱袋子。

“海阳鼓励各镇区街道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
业项目，推动建设示范区连片发展，最大限度激发
农村产业活力。”海阳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孟兆良表
示，海阳将以各级乡村振兴示范项目为抓手，撬动
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共同参与，壮大产业规模，打
造一二三产相融合的产业链条，促进乡村振兴高
质量发展，带动农民收入进一步增加。

白菜花开美 科研育种忙
提起白菜，大家都不陌生。可提起白菜开

花，很多人都没见过。3月29日，走进市农科
院温室大棚里，一棵棵白菜花竞相绽放，远远
望去，犹如一片金黄的油菜花。

国家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烟台综合试
验站站长、烟台市农科院蔬菜花卉所所长李涛
介绍，白菜和油菜同属十字花科，所以两者的
花看起来非常相似。

走近后能看到，切掉头的白菜心中，长出
一丛丛近1米高的黄花，带有清雅香味，沁人心
脾。仔细观察后又能发现细微差别：它们或金
黄色，或淡黄色，有的香味浓郁，有的香味寡
淡。

“这是我们去年秋天在大棚里储藏的1000
多份种质资源，是从地里种的白菜中挑出比较
好的进行低温春化，现在基本上已经开花了。”
李涛说。

他介绍，白菜经过低温春化后抽苔开花，
待温度合适后进行露天定植、单株套网。接
着，科研人员在套网里放上壁蜂进行自交授
粉，待种子成熟后收回种子。到了秋天，就可
以在地里进行种植鉴定。

“如果种质资源已经纯化，将进行新品种
的配制；对性状未完全纯化的，再重复进行种
植—选择—春化—收种，直到资源完全纯化为
止。这个工作听起来简单，但往往要进行五代
六代，甚至八代九代的选择。”他说。

福山包头大白菜，是我国卵圆型大白菜的

代表品种，起源于烟台市福山区。自上世纪八
九十年代开始，烟台市农科院蔬菜团队就开始
进行福山包头白菜的选育工作，其选育的“福
山二包头”品种通过山东省审定，广受青睐。

多年来，烟台市农科院蔬菜团队一直收
集、整理大白菜种质资源，并进行大白菜新品
种选育及配套栽培技术研发工作。“我们一直
以选育既保留福山包头白菜的高品质、又改良
其抗病性差等缺点的福山包头白菜为育种目
标。”李涛说。

经过多年的努力，市农科院蔬菜团队选育
的“烟福黄秀”“烟福翠玉”“烟福黄悦”“烟福金
盛”四个福山大白菜类型新品种已获得植物新
品种权保护，并且“烟福翠玉”在武汉种子博览
会中获专家推荐品种，“烟福黄秀”获得国家品
种登记，“福山大白菜”正在申请国家地理标志
证明商标。

“目前，我们主要做品质育种，涵盖了早
熟、中熟、晚熟，黄心、绿心、橘红心、紫心等多
种类型。”市农科院蔬菜花卉所高级农艺师张
丽莉介绍，下一步，团队将综合运用各种技术
手段进行新品种选育：通过分子鉴定，明确种
质资源抗病性，提高育种精准性；通过小孢子
培养技术，减少种质资源纯化年限，加快种质
资源纯化，进而缩短育种年限；通过不育系转
育，提高白菜新品种纯度，提高制种效率，满足
市场对良种的需求。

YMG全媒体记者 苗春雷 摄影报道

国家级专家把脉海上春耕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宋晓娜 通讯

员 王涵）昨日，记者获悉，全国水产技术推广
总站专家一行到我市开展水生动物防疫实验
室相关事宜调研，并为我市渔业发展、疫病防
控和海洋牧场建设等情况把脉问诊。

在烟台宗哲海洋科技有限公司的苗种繁育
基地，养殖池内，一群群鱼苗欢快游弋。作为国
家级水产原种场和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公
司建有山东省海上粮仓遗传育种中心和烟台市
黄盖鲽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两个研发平台，被认
定为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国家农业标
准化示范区等，拥有工厂化育苗与养殖车间
45000平方米，包括亲体培育车间、育苗车间、
养成车间和饵料培育车间。目前，基地每年可
繁育各海水鱼类苗种1200万尾以上。

总站专家指出了我市海洋牧场发展可能
面临的渔病问题，并对海洋牧场网箱养殖中的

鱼苗选择、苗种检疫、鱼苗入海时间和阶段选
择、发病后处理等问题给出专业建议。“无规定
水生动物疫病苗种场应加强全链条的升级优
化，重点对育养用水、疫病监测、实验室检测内
容、饲料及兽药管理等方面应进行同步优化。”
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总工程师李清表示。

春季是水产养殖育苗、生产的重要阶段，
也是渔业病害防控的关键时期。市海洋发展
和渔业局、市海洋经济研究院建立健全我市水
生动物疫病防控体系，完善省市县乡四级监测
网络，计划开展省级以上疫病监测30批次以
上，检测白斑综合征、虾肝肠包虫病、传染性肌
坏死病、病毒性神经坏死病等监测指标100个
以上，启动市级疫病监测计划，指导开展水产
苗种产地检疫、无规定水生动物疫病苗种场建
设与申报等工作，切实为我市水产养殖健康可
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技术支撑。

引来“致富水”修好“小康路”
招远市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一亩半暖棚，日产白黄瓜120斤
海阳立足特色谋产业促振兴

一年建园 两年挂果 三年丰产
牟平区全面推进老龄果园改造、示范园区建设

YMG全媒体记者 全百惠 通讯员 王远铭 贾宁 孙志晓 摄影报道

樱桃大棚内忙碌的村民樱桃大棚内忙碌的村民。。

农科院温室大棚里农科院温室大棚里，，白菜花竞相绽放白菜花竞相绽放。。

农户在水渠边引水灌溉农户在水渠边引水灌溉。。

阳光和煦、千花百卉争艳。在这个万物欣欣
向荣的时节，春管、春耕、春种进入了繁忙阶段，一
幅春耕备耕的壮美画卷正在牟平大地徐徐展开。

一对一技术指导 解决困难问题

昨天一早，在华香（烟台）果业分水岭基地
里，挖掘机，推土机等机械设备往来穿梭，一片繁
忙景象。规模化的种植让平整土地的大型机械
有了用武之地。今年，基地在已建成600亩矮砧
苹果园的基础上，再新建400亩高标准果园。

华香（烟台）果业分水岭基地负责人许明晓
介绍，“我们已经达到了一年建园、两年挂果，预
计第三年达到初丰产的状态，我们很有信心照这
个模式继续发展下去。”

据了解，华香（烟台）果业分水岭基地位于水
道镇分水岭村，2022年开工建设，基地从建园到
品种选择，从果树全周期管理到果品销售，全部
采用精细化、标准化、流程化管理。今年基地将
全面进入初丰产期，预计亩产能达到3000斤以
上，亩产收益超3万元。

许明晓表示：“在技术方面，农业农村局定期
来给我们提供相对应的指导，对我们管理果园管
理有很大帮助，也增加了我们继续扩建的信心。”

抖音大咖现场直播助销售

春暖好时节，春耕春种忙。
在龙泉镇西台村的大樱桃棚内，村民杨淑环

右手拿红色小喷壶，左手将不好的樱桃花瓣摘
下，接着喷洒了几下。“现在正是时候，目的是让
果实长得更壮实。”

西台村村党支部书记王文明介绍，村里共有
5个樱桃大棚，主要种植有美早、南洋等品种，销
售模式以“线上+线下”为主，预计4月份樱桃进
入成熟期，届时，会有抖音直播网红进入大棚直
播卖货。“从今年的长势来看，俺村的樱桃又是一
年丰收季。”王文明说。

在官道北村苹果园里，村民曲兆芹正在锄草，
“惊蛰后，就到了春耕的时候，眼下就是锄草、翻地，
俺村有900亩果园，除了苹果树，还种有樱桃。”

专家现场授课 助力优化生态环境

在莒格庄镇桲椤村的黄精种植基地里人头
攒动。“林下种植黄精，既能有效利用林下闲置土
地，给村民提供就近务工的岗位，又有利于山林
管护，助力优化生态环境，是社会、群众、种植户
多方受益的产业。”说起种植黄精，该村村民赵淑
海信心满满。

“每一株的间距保持在20公分左右，打窝的
时候，不能隔得太近了，掏沟尽量深一点。”为推
动规范、高效种植黄精，镇农技站工作人员深入
现场进行授课，一边为村民讲解要点，一边示范
操作，努力让黄精种植产得出、有效益。

据介绍，为解决在家闲置劳动力就业问题，增
加群众收入，桲椤村立足气候、海拔、土壤等自然
资源优势，采取“党支部+合作社+基地+农户”的
组织方式，大力发展林下经济，种植黄精40余亩。

“林下种植黄精，在家门口就能实现稳定就
业增收，一天工资有120元。”村民老赵说，在家
门口务工，顾家挣钱两不误，真好。

全区已托管耕地2000亩以上

近年来，牟平区不断强化政策、人才、技术、
资本等基础优势，全面推进老龄果园改造、示范
园区建设，一批标准化基地涌现，一批地域性名
片彰显，一批全流程服务成型，有力促进了全区
苹果产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牟平区农业农村局在全区范围内成立两个专
家技术指导小组，深入一线开展小麦苗情调查，并
提出春季麦田管理意见。目前，已发布病虫情报
6期，发布土壤墒情2期，全面强化技术支撑。

开展春季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动，确保春季
农业生产期间群众用上放心农资，保障农业生
产。目前，已检查农资生产经营单位40余家。

积极探索“村集体（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国
企+农户+社会化服务组织”的托管模式，将土地
进行集中管理、规模化种植，通过机械化、智慧化
的管理方式，实现每亩地种植成本降低10%以
上、粮食增收10%以上，综合收益超过20%。目
前，全区已托管耕地2000亩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