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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光·政经A2

时政要闻奋力奋力拼拼经济经济
实干实干赢赢未来未来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

近日，在稻田镇崔岭西村村
民崔新中的蔬菜大棚内，他一边
向记者介绍自家无土栽培的西红
柿，一边用手机现场演示大棚的
智能化操控。

“以前靠经验种植，现在靠数
字化、智能化种植。”崔新中说。在
这个占地四亩多的大棚里，共安装
了智能放风机、智能植保机等近10
种智慧设备，代替了大部分农事操
作所需用的人工，与以往“刮风下

雨往棚里跑”的情况不同，如今遇
上恶劣天气，崔新中可以坐在家里

“躲清闲”，通过手机APP就能完成
远程操作。

将智能化设备应用于蔬菜大
棚，实现“云上”种植管理，寿
光农业发展从“汗水农业”迈向

“智慧农业”。近年来，寿光主动
融入潍坊国家农综区建设，加速
推动蔬菜产业“数字化”速度，
全方位推动农业由“设施化”向

“数字化”“智能化”转变。目
前，寿光已建成投用现代农业高
新技术试验示范基地、丹河设施
蔬菜标准化生产示范园等一批数
字农业园区，全部覆盖大型水肥
一体机、智能温控、自动补光等
新技术，5万个大棚应用了物联网
装备，带动寿光80%的蔬菜大棚
安装了智能化装备，蔬菜大棚变
身成为“绿色车间”，蔬菜园区变
身成为“绿色工厂”。

让数字经济
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近年来，寿光市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关
于加快数字经济发展工作部署，牢牢把握数字经济
发展机遇，以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据价值
化、数据治理服务化为主线，以新型数字基础设施
建设为支撑，强基础、补短板、锻长板，不断做大
做强数字经济，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主攻核心产业 数字产业化实现新突破
“我们利用两级限位等技术手段，让大棚农户

使用卷帘机更加安全可靠”“这是数字农场的电子
平台，每天园区的情况和全国各类蔬菜价格一目了
然”……近日，在寿光环球软件公司，相关负责人
边演示边向记者介绍智能物联网设备与寿光蔬菜智
慧管理服务平台、数字农场及智慧秤等应用平台联
动运行的实用场景。

作为寿光数字领域的主力企业，环球软件基于
寿光先进的蔬菜种植技术和完备的蔬菜产业链资源
优势，跨界融合物联网技术、自动化控制技术、种
植技术、植保技术、生产组织管理模式，形成以生
产种植为本，一个顶层“大脑”+多个底层“肢
体”的系统架构，打通了产前、产中、产后各环
节，集设施蔬菜规模化种植、高标准种植示范、品
种示范与推广、仓储物流加工、检测中心配套区等
于一体的综合性现代化特色农业全产业链体系，可
落地、实用的数字农业软硬件整体解决方案。

这也是寿光市厚培数字经济发展沃土，激励企
业数字化创新能力和服务水平提档升级的一个缩
影。近年来，寿光市主攻核心产业，打造数字经济
发展平台、壮大电子设备制造业发展规模、强化数
字经济“软”实力，助推数字产业化实现新发展、
新突破。2022年，寿光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实现营
收19.79亿元，同比增长17.59%。

聚焦智改数转 产业数字化取得新成效
近日，记者在康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涡轮转

子生产单元车间看到，工人们在第三代动平衡机前
为增压器的核心转子做动平衡检测，相比之前两代
的人工手动修复，新一代动平衡机实现了自动检
测、自动修复。“目前，第三代设备制造的产品占到
总产品的80%以上，产品自动化提升了33%以上，
生产效率显著提升。”公司制造部部长王勇介绍。

康跃科技所生产的涡轮增压器产品，广泛应用
于工程机械、农用机械、船舶动力、发电机组等领
域。近年来，该公司先后投入3000多万元，引进八
台全球领先的智能化平衡机，全力提升加工精度和
质量稳定性。同时，企业还加快对生产线的自动化
升级改造，提升产能为高质量发展装上智能引擎。

康跃科技融入数字化技术、集成技术，打造数
字化车间，是寿光市积极推动企业向数字化、智能
化转型的生动实践。近年来，寿光市聚焦智改数
转，积极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能级不断跃升。晨鸣
集团等11家企业通过国家“两化融合”管理体系
评定，默锐科技等10家企业荣获潍坊市级以上上
云标杆企业，“两化融合”“上云用云”成效显
著。搭建“数字+监管”智慧服务，推动“数字+
种业”创新发展，寿光被农业农村部认定为国家
级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农业数字化全面开花。
智慧物流集聚发展、智慧医养纵深推进，电商经济
更加活跃，2022年实现电商网络零售额50.8亿元，
同比增长33.1%，服务业数字化提质增效。

本报记者 侯增梅

本报讯 3月的寿光，当室外
温度还较低时，在一些蔬果温室
大棚里，温度却比室外高了十几
度。“每次进棚劳作，汗流浃背是
常事。”近日，纳森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负责人张爱军来到稻田镇种
植户刘爱兰的羊角蜜甜瓜大棚
内，查看甜瓜长势的同时，在抖
音平台进行直播销售。

据介绍，这个大棚里的羊角蜜
品种为“蜜园十八”，刘爱兰去年试
种了一个大棚，收益是过去种植茄
子的2倍，今年她打算等另外2个大
棚拔园后，全部种植“蜜园十八”。

在位于稻田镇步家楼村的一个
包装车间内，记者随手拿起一个

“蜜园十八”进行检测，水果糖度
检测仪上显示出“15”的数字。
张爱军表示，“蜜园十八”之所以
得到市场的认可，源于它的甜度。

“蜜园十八”与常见的羊角蜜品种
外形不同，它呈桶状，一个在10
厘米左右，口感甜脆、肉质酥，甜
度稳定在15左右。“随着自媒体的
发展，稻田甜瓜在全国市场上打开
了知名度，‘蜜园十八’凭借体
型、口感和易运输等优势，得到了
市场认可。目前，我们已经卖掉了
55个大棚的‘蜜园十八’，平均每
斤售价10元至11元。”张爱军告诉
记者，农户种植“蜜园十八”，平
均一亩地可以增收5000元左右。

稻田镇南韩村的韩启友从去
年开始种植“蜜园十八”，目前亩
产突破了1万斤。“在市场上，‘蜜

园十八’能比普通羊角蜜每斤多
卖1元。”韩启友表示。

在甜瓜种苗推广、瓜果收
购、种植技术推广上，张爱军有8
年的经验。“蜜园十八”这个品
种，是他从270多个品种中精心挑
选出来的。“育苗选种是一场长
跑，我们用3年的时间选出了这个
好‘苗子’。”张爱军告诉记者，
为了观察从各个种子公司、研究
院找来的270多个甜瓜品种的生长
性状，他和工作人员有时在大棚
里一待就是一天，仔细记录甜瓜
成长过程中的土壤成分、水分、
天气、落花、结果等变化，成熟
后再邀请农户、客商前来品尝，
选择出各方面“优秀”的种苗，
经过试种成功后开始投放市场。

好种子不担心没人种，好瓜

不担心没人买。“这棚的瓜卖给我
吧”“这棚已经卖出去了，等一
等”……每天的订单电话，让张
爱军既欣喜又忙碌。近年来，张
爱军带领团队通过微信群、直播
等方式，帮助周边种植户从“先
摘后卖”转化为“先卖后摘”，从
被动销售转为主动销售。“我们和
种植户之间采用订单回收的合作
模式，行情不好的时候，保护最
低价格；市场行情好的时候，价
格可以上浮，有效保障了农户利
益。”张爱军表示，下一步，他和
团队将利用寿光甜瓜种植的优
势，挖掘更多新品种，发展更多
代理商，将甜瓜产业品牌化，帮助
更多种植户增收。

（本报记者 王秀慧
通讯员 杜晓鸣）

寿光80%的蔬菜大棚安装智能化装备

3月28日晚，由中共寿光市委政法委组织的反
邪教警示教育进乡村巡演活动在稻田镇崔岭西村文化
广场举行。本次巡演以“齐心协力反邪教，携手奋进
新征程”为主题，进一步提高群众认识邪教、抵制邪
教的意识和能力，营造“崇尚科学、反对邪教”的健
康生活氛围，引导群众远离邪教、尊重科学、敬畏法
律。寿光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增国参加。

（本报记者 付惠敏）

“蜜园十八”种出甜蜜生活

稻田镇纳森农业负责人张爱军查看“蜜园十八”长势

当蔬菜种植遇到数字化，会产生怎样的奇妙反应？水肥一体机、自
动卷帘机、5G摄像头、智能雾化机、智能补光灯、多功能植保机……
在寿光，万亩蔬菜大棚摇身一变，成了一座座现代化的“绿色工厂”。

3月 28日一大早，种植户张
成军驾驶着农用车，把刚采摘的
新鲜蔬菜送到了稻田镇菜都果蔬
专业合作社。过磅称重后，张成
军拿着一张卡到相关机器上轻轻
一刷，运输车与蔬菜的毛重量便
显示出来，相关数据第一时间上
传到了手机上。“现在卖菜很方
便，交易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张
成军表示。

据了解，交易的便利得益于
智慧化的产销服务平台。该平台
由寿光农商银行联合中国银联共
同开发，能够有效实现蔬菜种
类、数量、交易价格等的数据归
集。“通过这些数据，我们可以了
解菜农一年的交易量或者一个月
的交易量。菜农只需刷一下卡，
蔬菜款就能自动结算，改变了传

统的经营结算模式。”平台相关负
责人表示。

“小金小金，请指挥多功能机
器人运行！”“运行成功！”正在接
收指令、操控其他机器人运行工作
的小金，就是为现代农业高新技术
试验示范基地“打工”的20台机
器人的“总管家”。他的任务是智
慧管控，主要承担温室决策控制、
机器人调度指挥等工作。

“这是多功能作业机器人，可
以根据预设程序、实时指令，自
动完成采摘、授粉、运输等多种
作业任务；这是测量检测机器
人，可以精准测量作物高度、叶
片大小、果实大小、成熟度等；
这是巡检机器人，可以实现温室
结构监测、病虫害识别、叶片温
度成像等10多种功能；这是运输

机器人，那是托举运输机器人
……”基地相关负责人表示，机
器人的背后，是“农圣大脑”智
慧管控云服务托管系统在操控，
实现园区内所有农业设备控制都
在“云”端。

“智慧农民”与“智慧农业”
紧密相连，背后都是科技的力量
在做支撑。近年来，寿光市坚持
以智慧化思维、科技化手段对农
业产业链全方位重塑，量身定制

“寿光蔬菜产业互联网平台”，研
制推广了立体栽培、无土栽培、
椰糠栽培等30多种新模式和大棚
滴灌、臭氧抑菌、熊蜂授粉等300
多项国内外新技术，科技进步对
农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0%，高
出全国10.8%。

本报记者 高斌

从“汗水农业”迈向“智慧农业” 寿光实现“云上”种植管理

“智慧农民”与“智慧农业”紧密相连 寿光跑出乡村振兴“加速度”

巡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