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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记者刘霞报道

一个包括美国太平洋西北国
家实验室在内、由全球近50个机
构组成的国际联盟，成功绘制出
了首份全球土壤病毒（GSV）图
谱。该图谱对全球土壤病毒圈进
行了全面描述，阐释了土壤病毒
对全球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可能的
影响，并揭示了有望在哪些领域
进一步开展土壤病毒生态学研究
等重要信息。

研究表明，土壤病毒层对人
类和环境健康具有重要影响。然
而，科学家对全球土壤病毒的分
布、活动，以及与土壤微生物组之
间相互作用的理解仍然有限。

最新完成的GSV图谱综合了
来自全球 2953 种土壤的基因组
信息，其中包括以前无法获得的
1552个样本，以及616935个从未
在实验室中培养过的病毒基因
组。此外，这份最新图谱不仅描述
了土壤病毒在全球生物地球化学

过程中的可能作用，还涵盖了土
壤病毒的各种微生物宿主、与土
壤碳循环相关的关键功能，以及
对理解土壤生态学至关重要的病
毒代谢。

研究结果显示，95.8%的土壤
病毒基因功能未知，仅有2.78%的
病毒序列能与已知宿主相匹配，这
进一步凸显了土壤病毒圈的多样
性。研究团队指出，鉴于土壤病毒
存在大量功能未知的基因，急需对
土壤病毒圈开展进一步调查。

点赞新闻
□本期评点人：北方蔬菜报记者侯庆强

沾化冬枣30年来

首次实现冬枣夏吃
□农村大众报记者向雨瑶报道

盛夏，在滨州市沾化区下河乡精品冬枣
示范园内，本该在9月中下旬收获的冬枣，却
在枣农郭宁的温控大棚内相继成熟，红黄相
间的冬枣像一颗颗玛瑙点缀在绿枝间。沾化
区政协副主席、沾化冬枣产业发展中心主任
刘登枝介绍，这是沾化冬枣自种植以来的30
多年中，第一次实现提前2个月上市。

为何今年冬枣上市如此之早？这可离不
开“智慧”加持。

“我一共有14个大棚，今年拿了4个出
来进行全面改造升级，不仅从传统的竹竿棚
改为了钢架棚，关键还用上了空气能制温设
备。”郭宁说，作为下河乡两届“枣王”，他的
枣品质很好，每年都能卖到15元到20元一
斤。

今年，下河乡投资160万元，在郭宁精品
冬枣示范园安装了空气能制温设备，通过热
泵带动水循环，借助12个出风口给整个大棚
升降温度，实现对棚温的控制。空气能制温
设备不仅清洁、高效、节能，而且智能化管
理，自动调节设备的运行，实现精确控制，实
现棚内温度稳定。

“白天热，晚上冷，昼夜温差越大冬枣口
感越好、品质越高。”下河乡农业技术员马晓
健说。从冬枣生长初期，郭宁就坚持每天早
上将大棚的棉被卷起，增加阳光照射面积，
提高棚内温度，晚上将棉被铺好确保棚内保
持适宜温度，根据温湿度变化，营造最适宜
冬枣生长的环境。

郭宁小批收获的第一批100来斤冬枣，
“朋友圈一发，就已经有上海的老客户来预
定了，60元至 80元一斤，准备够数之后发
货。”郭宁告诉记者，沾化冬枣刚入选国家
2024年地理标志保护工程实施名单，再加上
多年积累的老客户，销路肯定不愁。

“设施化种植模式，让沾化冬枣30年来
首次实现7月中旬采摘上市，此举可以提前
抢占市场，单棚年效益预计可超往年8万元
到10万元。”下河乡党委书记李冰说，目前
下河乡大棚冬枣种植面积达8000余亩，为
了实现提前上市，下河乡进行了大棚和基础
设施全面升级，新建双面坡棉被棚、单面坡
棉被坑棚，试点探索温控大棚冬枣种植等，
下河乡成为沾化首个“全域全大棚”冬枣种
植乡镇。

点赞：
温室大棚成重要新质生产力

本来是冬天上市的果子，却让消费者在
夏天就品尝到了鲜味，这要是放在以前，根
本是不敢去想的事，可在今天却偏偏发生
了，而且就在我们身边，让我们感受到了现
代农业人的聪明与智慧，也感到了科学技术
的进一步强大。

这里，我们特别要提到“温室大棚”。自
温室大棚在山东省潍坊市寿光出现以来，全
国各地纷纷效仿建设使用，其功能上不断有
所创新，棚里种植的作物更是层出不穷，完
全打破了以前人们认知的“大棚能在冬天里
种蔬菜”，现在的大棚里几乎没有不能种植
的作物。温室大棚的发明，不仅放飞了农民
四季能种地的“生产梦”，而且已经成为农民
致富增收的重要渠道之一，更是现代农业发
展的重要新质生产力。

全球首份土壤病毒图谱绘成
土壤病毒层对人类和环境健康具有重要影响

□北方蔬菜报记者陈炳庆
通讯员李玉雷报道

本报讯 8月 11日至13日，
山东省潍坊市寿光稻田镇蔬菜合
作社联合会、海南果蔬分会会长
马海滨一行，驱车千里，专门到内
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古鲁板
蒿镇考察调研蜜瓜种植情况，并
洽谈双方招商合作事宜。内蒙古
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古鲁板蒿镇
分管招商引资负责人、镇人大主
席张金波陪同考察调研。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当地的产
业发展情况，马海滨会长一行先
后到古鲁板蒿镇东他拉村设施农

业产业园蜜瓜种植基地、周家地
村设施农业包装车间等地，全面
考察调研当地区位优势、水文气
候、土壤环境、种植品种等情况，
详细了解了蜜瓜产业现状、资源
优势、投资环境以及招商优惠政
策。

通过现场查看、听取介绍，大
家对古鲁板蒿镇蜜瓜产业发展呈
现出的良好发展势头和古鲁板蒿
镇良好的营商环境，给予充分肯
定和高度评价，希望今后加强沟
通交流及长远合作。

据了解，近年来，古鲁板蒿镇
坚持以产业振兴助推乡村振兴，
积极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因

地制宜引导群众利用设施农业冷
棚大力发展特色蜜瓜产业，实现
了“订单种植、错峰销售、优质优
价”的产业发展目标，蜜瓜产业已
成为群众增收致富路的特色产业。
2024年，古鲁板蒿镇发展设施农
业冷棚 2000 亩，日光温室小区
400亩，打造绿色蜜瓜种植基地2
个，种植蜜瓜755亩。下一步，古
鲁板蒿镇将持续以招商引资作为
推进产业振兴的重要抓手，采取

“走出去、请进来”的方法，通过
充分发掘人脉资源、上门进行推
介等方式，积极邀请客商前来调
研考察、投资兴业，为助推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寿光模式”牵手敖汉旗
助推特色蜜瓜产业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记者王立彬报道

8月14日，自然资源部生态
修复司司长王磊在例行新闻发布
会上说，为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关于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
机制、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的决策
部署，自然资源部将进一步推动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促进城乡要
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优化农
村地区国土空间布局，改善农村
生态环境和农民生产生活条件，

助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和
城乡融合发展。

王磊说，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有力抓
手，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相关改革部署的重要举
措，政策性强、涉及面广、社
会关注度高。要按 《自然资源
部关于学习运用“千万工程”
经验深入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
治工作的意见》 要求，建立

“全方位”权益保障机制，坚持

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动摇，尊
重集体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
经营权、土地经营权现状。要
站稳人民立场，尊重群众意
愿，维护群众权益，接受群众
监督，运用好村民议事决策机
制，坚决防范少数人说了算、
多数人“被代表”。不得违背村
民意愿合村并居、整村搬迁，
严禁违背群众意愿搞大拆大建、
强制或变相强制农民退出宅基
地，不得强迫农民“上楼”。

我国将以土地整治助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