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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实习生 陈佳琳 记者
李一能）日前，在崇明区现代农业园
区北八滧地块上，相当于 29个足球

场面积大小的半封闭玻璃温室拔地
而起。外立面施工渐入尾声，工人们

正在温室内进行作业，待内部设备
安装调试完成后，即将迈入重要的

播种阶段。两年前，由由集团一眼相

中岛上东北角的这片闲置水稻田，
用当年参与浦东开发的干劲与速

度，梦想再造一个高科技的绿色“植
物工厂”。

由由中荷农业创新园占地 1979

亩。记者从园区工作人员处了解到，

现今真正从事一线农业生产的人员
数量偏少，年龄结构偏老。集团力图

通过科技融合打造现代智慧农业，在
技术、设备、生产方式方面引领上海

市农业发展。

由由农业项目于 2019年 7月

启动，一期规划建设面积 543亩，计
划总投资 5.6亿元，建成 26万平方

米的半封闭温室，在国内体量最大
且技术最为先进。一期建成后，将布

局为四个种植区域、一个自动化播
种育苗区和一个智能化技术服务

区，计划种植高品质的西红柿、彩

椒、黄瓜和生菜。
项目负责人祁胜平介绍：“该

项目采用雨水收集、滴灌施肥回收
等绿色循环系统。灌溉水源来自于

屋面收集的雨水，天然无污染。同
时根据不同作物、不同生长阶段进

行水肥最优化调配和精准滴灌施

肥，确保每棵植株的水肥营养获取
一致度达 95%以上，多余的营养液

能回收再利用。”通过温室内绿色
循环的运作系统，该项目能最大程

度提高水肥利用率，实现温室内的

节能减排。

值得一提的是，高科技使传统
农业突破了季节的限制。半封闭正

压系统使温室内保持恒定的正压环
境，在减少与杜绝病虫害的同时，也

能够精准调控室内的温度、湿度；自
动环境控制系统能够根据全天的外

部情况充分调节，为蔬菜生产创造

适宜的、统一的生长环境，确保农作
物品质如一；全套智能补光系统能

够根据外界光照条件与作物对光的
需求更好地调控作物的生长环境，

使之更加稳定、平衡地生长。

崇明岛是世界级生态岛，也是

上海市人民的菜篮子基地。根据乡
村振兴战略，由由集团通过传统农

业融合科技，以发展“绿色农业、规
模农业、品牌农业、科技农业”为目

标，将其打造成全球先进的集蔬菜
育苗、种植、加工于一体的现代化基

地，成为崇明现代农业的一个示范
与窗口。今年 3月，园区成为崇明首

批复产复工的农业项目，并预计

2020 年下半年投产后年产量达到
7000吨，每天生产上市绿色有机蔬

菜 40吨。

传统农业融合科技 大型智慧“植物工厂”在崇明诞生

更多彩椒黄瓜等有机菜将上餐桌

    荔枝、芒果、香蕉、木瓜……以

往想吃这些只能在常年高温高湿的
南方种植的“热带水果”，大多数人会

选择冷链快递，而现在，在上海就能
现采现摘，吃到最新鲜的！经过 5年

多的培育，位于金山区枫泾镇的开太
鱼生态农场内，鲜红的荔枝挂满枝

?，成熟的芒果飘着浓郁的果香，不

禁让人产生置身热带果园的错觉。
说起“南果北移”的缘起，开太

鱼总经理张美琼笑称是为了满足

家人“口腹之欲”。然而，打破“南橘

北枳”的种植规律并不是光有兴趣
就能解决的。成立于 2012年的上

海开太鱼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是家
集生态养殖、种植、农产品销售、技

术研发、农业休闲观光旅游、科普
教育为一体的综合型科技农企。作

为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金山区农

业产业化重点龙?企业，创始人何
文辉从事水产养殖教学、科研、生

产近 30年，曾获“上海市农业领军

人才”等荣誉。“能够成功栽种这些
水果，主要是得益于种养结合的温

室大棚。”张美琼介绍，农场内构建
的双棚双膜温室大棚，采用种养结

合模式，营造了高氧、适温、保湿的
大棚环境，模拟南方热带雨林气

候。同时，通过水草肥和光合菌进
行土壤改良与改进，模拟南方山地

微酸性土质和丰富土壤矿物质。

走进大棚，瞬间就能感受到南
方湿热空气的包围。一棵棵荔枝树

濒水而种，木瓜、芒果交错其中。如
今正是荔枝、芒果成熟的季节，大

棚内透着浓浓的果香，一串串果皮
鲜红的荔枝压弯了枝?，一不小心

就会被垂坠的芒果撞个满怀。

“农场里的果树都是有机种植，不

同品种混种是为了形成自然隔离，

预防一些病虫害，棚里种了香茅、
薄荷，也可以有效防虫。”眼看着今

年园内的热带水果有了量上的突
破，技术人员唐平脸上难掩喜悦，

“为了增加果肉的风味和养分，我
们特地在荔枝树开花和刚结果的

时候，浇灌了花生浆，这些都是自

己的摸索。”在大棚里，随手摘一颗

鲜红的荔枝剥开，晶莹剔透的果肉

透着诱人的清香。“7月中旬是妃子

笑；到了月底，桂味荔枝和无核荔枝

就成熟了。8月初的挂绿，8月底还
有晚熟的黑叶荔枝，本土荔枝和南

方水果错峰上市，一直可持续到 9

月中旬，市民可在这里体验树上采
摘的乐趣，品味现采现尝的新鲜。”

张美琼说。 本报记者 毛丽君

这些南果“北移”落户金山成功

来！采些新鲜荔枝、芒果带回家

    走进松江规模最大的梅花鹿饲

养场——上海御茸鹿业有限公司
的养殖基地，网格围墙的鹿舍内，

三五成群的梅花鹿正悠闲散步，展
示优美的姿态。一旁的工作人员定

期给喂食，并对棚舍清扫和消毒。

养鹿业曾是松江传统产业。早
年土地肥沃，适合鹿群繁衍生息，有

“十鹿九?回”之美称，松江也被称
为茸城。目前，松江有三家从事梅花

鹿养殖的基地，疫情期间基地暂停
经营。而随着《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

录》出台，松江鹿业也渐渐复苏。

“目前基地的存栏数是 107

?，今年以来，鹿产品暂时还没对

外销售。”公司总经理陆晨介绍，由
于年前棚舍改造，部分母鹿寄养至

东北的繁育基地，目前在松江的养

殖基地存栏数不及往年，正常经营
因此没恢复。但《国家畜禽遗传资源

目录》的出台，让梅花鹿养殖产业
“柳暗花明”。等待具体实施细则出

台的同时，陆晨也对接下来产业链
打造和业态丰富展开积极规划：

“以后饲养?数预计扩充到 1500-

2000?，规模化经营更有利于与

药企销售对接。在养殖基础上，我

们还计划增加农业旅游项目，比如

亲子活动、科普教育等，年前这些
项目已在对接当中。”

松江区农业农村委动物疫病

预防控制中心称，接下来将对梅花
鹿饲养基地每季度开展防疫、消毒

工作检查和指导。而至于经营何时
恢复，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需

等待市区两级相关实施细则出台。
本报记者 杨洁 通讯员 李谆谆

松江 静候花开

    本报讯（记者 李一

能 通讯员 杨鸿志 ）日
前，一条“怪鱼”出现在奉

贤区海湾旅游区靠近杭
州湾一个鱼塘内，经渔政

部门鉴定，是国家一级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中华鲟，

这也是 20年来中华鲟首
次现身奉贤区海域。

这条鱼嘴尖而凸，口
长在下腹，呈现“一”字形，

口前有四条明显的触须。
鱼的背部有菱形的骨板

（见下图）。渔民王先生告
诉记者，他在 8月 17日晚

上在鱼塘内下蟹笼，本想

捕蟹，没想到次日一早捞
起来发现里面竟有条从来

都没看到过的鱼。王先生
立刻向公安奉贤分局海湾

派出所报案，民警赶到现
场后又第一时间联系奉贤

区渔政部门。经渔政部门
员鉴定，这条怪鱼确实是

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中
华鲟。经检测，这条中华鲟

长约 45厘米，重约 300

克，还属于幼鱼。
中华鲟是白垩纪残

留至今最为古老的现生鱼类之一，
有“活化石”和“水中大熊猫”之称。

如今，野生中华鲟数量极为稀少。奉
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执法大队副大

队长蒋礼迅表示，上一次在杭州湾
奉贤水域发现中华鲟还是 20年前，

近年来基本上没看到过。渔政部门

估计，这条幼年中华鲟之所以会出
现在鱼塘内，是因为王先生捕蟹的

鱼塘靠近杭州湾，每年春季鱼塘换
水都是从杭州湾内引水，因此，这条

中华鲟极有可能是在换水的时候被
引入鱼塘的。由于这条幼鱼并未受

伤，因此渔政部门对其进行了放生。
自 2004 年开始，每年 6 月 6

日，上海市都会开展中华鲟等长江
口珍稀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动，至

今已进行近 30次，累计放流各种规
格中华鲟、胭脂鱼、松江鲈等珍稀水

生生物数十万尾，对长江口的生态
修复起到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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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人员正在喂养梅花鹿

观景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