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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不仅是中国的国际
化大都市，也是现代农业最为
发达的城市。在今年年初上海
交通大学发布的《中国都市现
代农业发展报告》中，上海现
代农业排名位于全国 35个大
中城市的榜首。 那么，能够体
现上海现代农业最高发展水
平的高地又在哪里？时间回到
今年 7月，中国农业科学院和
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研究会联
合发布《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报
告 2020》，列举了年度农业绿
色发展指数前 40 名的先行
区。 其中，崇明先行区的指数
为 90.01，连续两年排名第一。

作为上海最大的农村地
区，崇明拥有全市 1/4的林地、1/

3的基本农田，拥有全市最多的
农村和最多的农业人口，是上海
重要的 “菜篮子”、“米袋子”，也
是上海最大的绿色农业发展空
间。 “十三五”期间，崇明区入选
首批全国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

继续坚持以绿色为底色，以两无
化为特色，紧密围绕农业“高科
技、高品质、高附加值”发展目
标，打造都市现代绿色农业高地
和崇明绿色农业“金字招牌”。而
以下这些崇明农业的 “王牌项
目”，将刷新您对于农业的认知。

    由由中荷农业创新园位于崇明

现代农业园区北八滧地块，20.66万
平方米巨型半封闭玻璃温室足有

29个足球场那么大，它也是目前中
国最大的单体温室。传统农业每万

平米至少要 20人来种植管理，而这
里已经减少到 8-10个人，不久后

将按照 5 人/万平方米的欧洲标准

管理，但平均产量比传统露地种植
高出了 10倍左右。

在温室中随处可以看到各种传
感器，蔬菜种植区和育苗区都通过中

央控制系统来管控。灌溉系统、施肥

机、紫外线消毒机、过滤器等设备都

是世界最先进的，可以帮助温室实现
自动化播种、灌溉、环境控制等生产

环节的自动化。温室内的温度、湿度
可以精准调节，而半封闭的正压系统

也在系统层面避免了病虫的入侵。
当出现灌溉、施肥、光照不足等

报警信息后，工人只需要在电脑前

操作一番，设备就会自动按照设定
好的程序运转，实现了无人管理、自

动运行。由由中荷农业创新园目前
主打种植番茄、黄瓜、彩椒和生菜四

大类蔬菜，每年将为上海市场提供

超过 7000吨高品质农作物，今后还

会种植高附加值的精品水果。如果
说优质农作物是“伺候”出来的，那

在这里的蔬果待遇就堪称一流“月
子会所”。

进入温室前，先要穿上隔离服、
头套，并且反复消毒，防止病毒、细

菌被带入温室。所有的植物都种植

在栽培架上，根部生长在特制的岩
棉基质中。基质本身没有营养，而植

物的“口粮”，是特殊调配的“营养套
餐”。水肥一体化循环灌溉系统会根

据植物生长的不同阶段配肥，精准
输送给每一棵植物，保证了每棵植

株和果实的正常生长和均一化。
在立体种植槽上方，一条条黄色

粘板起了第一道防线的作用，大部分
飞虫都会被其吸引而自投罗网。而在

枝叶上，还有大量的“昆虫保镖”负责
守卫，温室中投放了大量被称为“捕

食螨”的小昆虫，它们就是害虫的天
然克星。此外，还放置有蜂箱，利用雄

蜂为植物授粉，模拟植物自然生长环

境，采用自然界的生态链调控温室内
的病虫害。

在温室旁，建造有一个 10万立
方米的巨大雨水池。雨水在经过过滤

后成为了植物的灌溉用水，不会额外
增加地区的用水压力。而灌溉植物的

滴头为压力补偿式滴头，主要通过管

内的压力大小控制出水和停水。通过
电脑程序控制，使大面积灌溉可以做

到完全平均，一旦水分足够就会停止
浇灌，绝不会浪费，用最少的水浇灌

尽量多的植物。浇灌多余的废液，则
通过回收处理后会被再利用。

饱满鲜亮的小番茄、碧绿圆润
的水果黄瓜，一口咬下，甘甜多汁，

脆爽可口……，这样的绿色果蔬，将
以每天 30-40 吨的规模供应上海

市民的餐桌。这家世界级的“植物工
厂”，不论规模，还是科技含量，均堪

称中国农业新标杆，在世界范围也
是名列前茅。

    位于港沿镇合兴村的崇明智慧生

态花卉园，是崇明成功申办第十届中国
花博会后引入的首个重点花卉产业项

目，这里紧紧围绕“科技、生态、种源”三
要素，充分运用技术、市场及品种优势，

全力为崇明建设海上花岛和上海实施
花卉产业创新发展战略提供种源保障。

崇明智慧生态花卉园占地面积

310亩左右，项目总投资 2.2亿元，园
区分为育苗区、试验区、科研区、展示

区、应用区五大区域。花卉生长的好
坏，花苗是关键。园区育苗中心设计

年产销种苗 2亿株、精品盆花 1000

万盆以上，育苗区积极借鉴国内外先

进生产经验，率先引进和应用了全自
动化移动苗床，实现温室内部物流高

效化。综合车间内则引进了荷兰、意
大利、丹麦的先进育苗设施设备，实

现整个育苗流程的自动化。扦插流水
线、育苗灌溉用水都是利用回收的雨

水，经过过滤、调酸和肥料配制，再通

过温室里的喷灌车进行灌溉，实现水
资源的循环利用。

为了使花苗的质量更为可控，
崇明智慧生态花卉园通过成立研发

部门，对花苗的生长阶段进行实时

记录、监测，不断精进生产技术，以

创造更优质的新优花卉品种。
在这些花卉产品出库以前，研

发部门会把这些标准和数据提供给
品管部门，把好花卉产品质量的最

后一道关口。
崇明智慧生态花卉园落户崇明三

年来，园区一直致力生产更多优质花

卉产品，引领产业创新升级。为了提升
消费者的消费体验，园区在展示区设

置了场景式消费空间，在这里，不仅可
以购买到花卉的新优品种，还可以进

行立体式、沉浸式的花卉产品体验。

    今年下半年以来，全国猪肉价

格总体呈现下跌趋势、而在崇明，上
海明珠湖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受市场

波动影响较小，持续提供量价稳定
的新鲜优质猪肉。

上海明珠湖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占地面积 190 亩，共分三个区

域：母猪舍、公猪舍；育肥舍、保育
舍；后备猪舍。公司于 2019年建成

了一个智能生态猪场并投入生产，
该猪场由荷兰一家公司设计，每年

可向上海市场提供优质商品猪 5

万头，猪场各系统高度自动化、智
能化，减少了人数配置和作业人员

的劳动强度，整个猪场仅需 22名
员工。今年，这个智能生态猪场生

猪出栏已有 4.5万头，销售情况总
体保持平稳。

要在生猪市场下行周期中站
稳脚跟，底气不仅仅来自品牌的打

造和品质的提升，也要靠配套项目

的支撑。对崇明的明珠湖猪肉而

言，之所以能实现“智能生态”养
殖，关键在于毗邻智能生态猪场的

一个大型废弃物资源化综合利用
项目。

该项目由上海电气集团所属企
业上海欧海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建设

运营，拥有先进的无害化处置设施。

项目引进采用瑞士干式厌氧发酵核
心工艺，配套建设水处理、臭气处

理、有机肥生产、沼气发电等系列设
施设备，打造“全粪+秸秆”专业化

处置利用模式。将畜禽粪污和农作
物秸秆处置后产生的沼气发电上

网，沼渣转化为有机肥料，实现了农
业废弃物循环处置。

该项目力争建成具有技术先进
性和行业示范性的粪污处置利用全

国标杆项目。运行后预计年消纳农
林废弃物 3.5万吨，年处理粪污 7.3

万吨，年产沼气发电量超过 500万

度，年产高品质有机肥 3万余吨，可

供 6万亩水稻田使用，真正实现生
态养殖一体化。

    位于上海市崇明区陈家镇的绿

岛名优鱼类繁育养殖基地，占地面
积约为 3390亩，计划总投资 9.7亿

元，共建有 134个标准化养殖鱼塘，
配备 30万块高效单晶太阳能光伏

板，总装机容量达 110兆瓦，是上海
超大型的“渔光互补”示范工程，也

是“十三五”上海市新能源发电占比

达到国家要求的标志性工程。
“渔光互补”是指渔业养殖与光伏

发电相结合，在鱼塘上方架设光伏板
阵列，下方水域可以进行鱼虾养殖，形

成“上可发电、下可养鱼”的发电新模
式。该项目通过光伏发电，为养殖系统

温控调节、监测运行提供电力保障，有
效降低项目运营成本；同时，光伏版对

阳光的遮挡，能够有效减少水体蒸发，
大幅抑制藻类生长，利于养殖水体污

染防治，更好提升了养殖效率和项目
效益。与传统火电相比，该项目年平均

发电量约 1.18亿度，年节约标准煤约

3.67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 9.9万吨、

二氧化硫约 30.7吨、氮氧化物约 29.5

吨、碳粉尘约 7.1吨。在优化全区能源

结构的同时，更有助于改善大气环境、
促进节能减排。

今年，该项目为第十届中国花
博会提供了充足可靠的电力供应，

有力保障了花博园区的正常运转。

未来，该项目还将探索打造果园、民
宿等配套产业，加快建设集能源供

应、农业生产、休闲观光、科普展示
等功能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助力

推动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
由由中荷农业创新园、智慧生

态花卉园、明珠湖猪场生态养殖一
体化项目、绿岛名优鱼类养殖基地，

这些都是崇明现代农业发展的一个
个缩影，崇明将继续坚持生态立岛

不动摇，高起点、高标准推进农业高
质高效发展，全力打造具有世界影

响力的绿色生态农业高地。

堪比“月子会所”的植物工厂 由由中荷农业创新园

“国际领先”智能化生态养殖基地
明珠湖猪场生态养殖一体化项目

上海超大型“渔光互补”示范工程
绿岛名优鱼类繁育养殖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