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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标准让蔬菜种植更高效
近日，记者来到田柳镇现代农

业创新创业园区，跟随工作人员走
进A1号冬暖式大棚。“这个大棚长
235米，宽15米，最高点6米，种植面
积约4.7亩。”园区工作人员梁晓燕
介绍，大棚里采用基质栽培，原料为
大豆和草炭，种植作物为樱桃番茄，
每亩定植数量2000株，病虫害防治
采用的是“生物+物理”的防治方法。

“在种植技术方面，我们根据全
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制定的《日光
温室全产业链管理技术规范 番
茄》行业标准技术指标要求，结合我
们园区种植经验，制定了园区自己
的企业标准，生产过程共 81 道工
序。”梁晓燕一边指着身旁的模式
图，一边介绍，这是总结的标准应用
模式图，这个棚是去年10月定植的，
预计到今年6月拔园。

据介绍，在定植之前，园区工作
人员会对产地环境（土壤和水）的各
项指标进行检测。从定植开始，包括
底肥的使用、温湿度的管控、病虫害
防治以及秸秆废弃物的利用等，他
们也进行标准化操作。以病虫害防
治为例：物理措施上，他们在上下风
口安装了防虫网；生物措施上，利用
天敌昆虫丽蚜小蜂捕捉白粉虱等；
采用熊蜂授粉技术，提高产品口感。
同时，结合这套标准化的管理流程，
园区技术人员在日常巡棚检查时，
会将生产过程中的这些重要环节以
图文形式上传到云追溯系统，形成
二维码，采购商以及消费者在采购
产品时，扫码后，就能了解产品的产

地及整个生产过程，做到了全程可
追溯，实现了生产端和销售端的无
缝衔接。

一个平台让蔬菜生产更智慧
“原来菜农种蔬菜，都是一户一

棚，单枪匹马，从种苗、管理、销售等
各个环节都需要亲自参与，而如今
智能化管控让菜农实现了从‘会种
菜’到‘慧种菜’的升级。”现代农业
创新创业园区负责人郑见旭介绍，
该园区占地面积1500亩，共建设高
标准冬暖式大棚 160个，园区采用

“投资商+运营商+家庭农场”的运营
模式，按照“种植标准化、监管智慧
化、管理组织化、营销品牌化、服务
融合化”的运营理念，全程实施标准
化管理模式，被全国蔬菜质量标准
中心认定为“2号试验示范基地”。

“这边最上方绿色飞碟状的是
植保机，它的作用是产生臭氧进行
杀菌消毒，同时也会释放蓝光、黄光
诱捕虫子；蓝色一排排的是补光灯，
主要是在连阴天、光照不足的情况
下进行补光；黑色管带是智能喷淋
系统，主要是在炎热的夏季喷水降

温和喷施部分叶面肥；还有自动放
风机、自动卷帘机、水肥一体机、二
氧化碳发生器等。我们为了节约人
工成本，提高生产效率，运用物联网
技术，将这些设备统一接入智慧管
控系统，实现远程控制。”梁晓燕开
启补光灯等设备进行演示，她介绍，
正因为有了这些设备，一个技术人
员可以管理7个棚，一个棚里配2个
工人，进行日常的整枝、打叶、采摘
等就可以了。

“在智慧管控方面，园区大棚内
配备了8种智能化设备。”梁晓燕介
绍，大棚内设置了环境数据传感器，
传感器在定植之前就已经均匀分布
到大棚中，这些设备所采集的数据
会通过大屏幕显示，同时上传到寿
光市大数据中心进行数据采集，园
区技术人员会结合这些数据，再结
合标准化管理流程，对棚内的作物
做更精准、更科学的管理。“这套系
统的运用不仅有效提高了生产效
率，还让蔬菜生产更精准、更科学，
实现了园区管理的智能化、标准化、
数据化的协同发展。”

寿光日报记者 郑小菲

近年来，山东省潍坊市
寿光坚持把设施蔬菜全产
业链标准研制作为突破
口，全面总结设施蔬菜生
产管理经验，在全国率先
启动日光温室蔬菜全产业
链标准研制，推动蔬菜产
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让
全国人民吃上高品质的放
心菜。

走进寿光市丹河设施
蔬菜标准化生产示范园，4
号大棚内一株株辣椒棵上
挂满了累累硕果，在这
里，按照 《日光温室全产
业链管理通用技术要求
辣椒》定植的260多个品种
辣椒同台“竞技”。

作为寿光市全面推行
蔬菜标准化生产体系的种
植基地之一，该园区30多
座现代化蔬菜大棚种植的
辣椒、番茄、茄子、黄瓜、西
葫芦等8大类品种，全部实
行蔬菜全链条标准化种植
与管理。

据了解，全产业链标准
包括从产地环境到温室建
设，从种苗选择到种植技
术，从采后初加工到餐桌的

各环节。由全国蔬菜质量标
准中心主持起草的行业标
准《日光温室全产业链管理
通用技术要求 辣椒》《日
光温室全产业链管理通用
技术要求 茄子》《日光温
室全产业链管理通用技术
要求 西葫芦》自 5月 1日
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标志
着寿光继番茄、黄瓜之后，
又有3项全产业链标准成为

“国家标准”。有了标准化产
业链，寿光从“一棵菜”发
力，让越来越多的蔬菜园区
实现“工厂化”运营。

现如今，依托寿光蔬菜
产业发展优势，以蔬菜全产
业链标准为突破口，全面
总结设施蔬菜生产管理经
验，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
心先后完成了 16 项国家、
行业标准和110项山东省地
方标准立项，建设形成了
14 大类、182 个品类的蔬
菜标准数据库，牵头制订
了 《粤港澳大湾区蔬菜生
产基地良好农业规范 番
茄》等6项团体标准，完成
了农业农村部 《日光温室
蔬菜全产业链标准梳理和

标准体系框架构建》 等一
系列项目。按照“探索建
立蔬菜生产的‘寿光标
准’，进而形成全国标准、
世界标准”的要求，近年
来，寿光在全力抓好蔬菜

标准集成的基础上，打造
现代农业标准输出中心，
先后在江西井冈山和瑞
金、重庆开州等地建设了
大型蔬菜基地，也已在山
东、江西、内蒙等 7 个省

（市区）培育认定了50家试
验示范基地，蔬菜标准化
面积达7.6万亩，起到了很
好的示范带动作用。

寿光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杨晓强 张金坤

蔬菜全产业链标准
助推蔬菜产业提质增效

田柳镇现代农业创新创业园区：从“会种菜”到慧种菜

山东寿光：

千余亩的蔬菜园区，什么时候最
适宜播下种苗？大棚何时需要浇水、
施肥和除草……这在以前，菜农都是
按照经验、跟着感觉走。但在如今的
寿光，菜农依靠一部手机、一个平台，
即可进行精准高效的数字化操控。

近年来，寿光大力发展“智慧农
业”，推动蔬菜产业现代化发展，坚
持以“智慧化”促进农业产业提档升
级，为农业赋予新动能。同时，寿光
融合应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
人工智能技术，大幅提升蔬菜产业
机械化、智能化作业水平，蔬菜大棚
变身成为“绿色车间”，蔬菜园区变
身成为“绿色工厂”。

丹河设施蔬菜标准化生产示范园内种植的樱桃番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