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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共建美丽中国的磅礴
力量，让祖国大地更加绿意盎
然、生机勃发。”习近平总书记
3 日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强
调。

华夏大地，春意渐浓，正
是植树的好时节。广大干部群
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连续多
年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以

实际行动作出了表率。要按照
总书记要求，积极参与造林绿
化 ， 践 行 绿 色
发 展 理 念 ， 弘
扬 生 态 文 化 ，
共 同 建 设 美 丽
中国。

（据新华社
北京电）

积极扩绿兴绿护绿
共同扮靓美好家园

扫码看全文

本报讯（见习记者尹幸芷）记
者昨天从宁波市国资委获悉，根据
最新统计数据，截至 2 月底，全市
国有企业资产总额共计 40233.9 亿
元，突破 4 万亿元，创历史新高，
比上年同期增长10.4%。

统 计 数 据 显 示 ， 2024 年 底 ，
全市国有企业资产总额同比增长
9.12%，全年累计实现营业收入同
比增长 13.26%，资产规模进一步
提升。目前，全市 9 家国企资产规
模突破千亿元，17 家获评 AAA 级

企业，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10 家，
入选国家、省级双百、科改行动企
业增至 9 家，国资国企实力不断壮
大。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宁波市
属国企展现出强劲发展势头。截
至 2024 年底，宁波市属国企资产
总额攀升至 8699.5 亿元，营业收
入突破 1855 亿元，两项指标同比
增幅分别达 16.68%、26.61%，主
要 经 营 数 据 多 年 保 持 两 位 数 增
长。

宁波国有企业资产总额
突破4万亿元大关
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0.4%

记 者 沈孙晖
通讯员 张超梁 顾寅松

走进位于镇海澥浦镇的瑞雪花
卉研究所，“春色满园关不住”的
美景顿时扑面而来。

在一处大棚内，1.7 万盆四季
海棠整齐排列，即将进入“海棠花
开别样红”的盛花期。“这批四季
海棠近期将集中出货，用于装点甬
城的道路、公园、绿地等，为市民
送上春日‘小确幸’。”研究所总经
理董亚辉春风满面。

在这里，“满园春色”并不是
春季的“专属名词”，而是跨越了
四季。“春季、秋季栽种四季海
棠、矮牵牛、洋凤仙等，夏季培育
孔雀草、太阳花，冬季种植三色
堇、角堇等。”董亚辉告诉记者，
他们根据订单时间提前育苗，实现
全年供应花卉。

140 亩的占地面积，1.4 万平
方米的温室大棚，要做到“四季
如春”，秘诀何在？研究所入口
处，一块“浙江省农业‘机器换
人’示范基地”的标牌揭晓了答
案。

“现代化机械不仅减轻了我们
的劳动强度，还提高了花卉育苗、
种植的效率和质量。”来自安徽滁
州的杜花梅，已在花卉研究所种花
10 多年。对于“机器换人”的便
利，她深有感触。

杜花梅将一个个装好土的育
苗盘，放上自动播种机。每个育
苗盘比一张 A3 纸小，上面有 200
个穴。

只见育苗盘“搭乘”播种机
的 传 送 带 ， 开 启 一 段 播 种 “ 旅
程”。来到“旅程”第一站，播种
机“天降甘霖”，为育苗盘土壤浇
水“滋润”；“旅程”第二站，播
种针头吸住料斗里的花种，利用
光电传感器对准每个穴后，自动
掉落完成播种⋯⋯

“以前我们人工播种，1 分钟
播不完一盘。现在，播种机 1 分钟
能播完 10 盘。”杜花梅说，播种机
的“关键词”除了“快速”，还有

“精准”——
以四季海棠为例，其种子“细

若微尘”，人工用镊子夹取播种，
不但效率低下，而且一夹就是 10
多颗种子，放在同一个穴里育苗，
容易互相争抢养分和生长空间，最

终导致“弱肉强食”，增加种子损
耗率。

“播种针头能够一次只吸住 1
颗至 3 颗四季海棠种子，且 1 分钟
同样能播种 10 盘。”杜花梅的“花
活”因此轻松了许多。

要四季供应花卉，就要实现
反季节育苗。反季节育苗的难点
在于增温，董亚辉用循环热水式
管道供热系统解决了这一难题。
记者看到，这是一台形似空调的
机器，接有两根管道，中央有一
个风扇。“冬季我们会将大棚温度
设定在 8℃，一旦温度低于设定
值，供热系统便会自动启动。”董
亚辉介绍，热水通过管道进入机
器后，通过散热片进行冷热空气
交换；水的温度下降后，通过另
一根管道流出，重新加热后循环
至机器。

以往冬春过渡期，人工保温方
式就靠加盖大棚薄膜，效果一般。
而用电热丝加热不但成本高，且电
路负荷大，易发生短路。循环热水
式管道供热系统，便成了董亚辉反
季节育苗的“利器”。

然而，“机器换人”也要因地
制宜，并不是盲目追求全自动化。

“现有的农业智能机械，大多针对
水稻、蔬菜等作物，适用于花卉育
苗、种植的机械很少，所以不能完
全‘照搬照抄’。”董亚辉以大棚内
的以色列全微灌系统为例——

这是一套适用大田种植的自动
浇灌系统，传感器能检测土壤含水
量。“但一个大棚里就有 1 万多盆
花，每盆的土壤含水量都有差异，
每个容器插一个传感器不现实。如
果仅靠几个传感器检测，又会‘以
偏概全’。”所以，董亚辉试用一段
时间后，特地把这套系统从“全自
动”适配改造为“半自动”。

如今，判断花是否要浇水，董
亚辉改为人工巡视，浇水则交由全
微灌系统完成。

据悉，在花卉生产关键环节，
瑞 雪 花 卉 研 究 所 的 机 械 化 率 逾
80%。得益于此，研究所可提供

“育苗—种植—移植—管养”一条
龙服务，去年销售商品花 700 多万
盆、成品花苗1200多万株。

“我们将继续深耕‘机器换
人’，以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花卉
育苗、种植，助力甬城街头繁花似
锦、赏心悦目。”董亚辉说。

人机协同
种出四季“春色满园”

瑞雪花卉研究所的探索，生
动展示了“机器换人”与农业新
质生产力在花卉育苗、种植中的
实践价值，凸显了农业机械化在
降低劳动强度、优化生产流程中
的核心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研
究所并未盲目追求自动化，而是
注重品种、技术适配性。其“人
机协同”模式为农业新质生产力
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机械化需

与实际场景需求相结合，通过本
土化改进实现效益最大化。

未来，农业机械化推广需
进一步聚焦专用设备研发，解
决花卉等细分领域机械短缺问
题，同时加强技术培训与资金
支持，助力更多农业主体实现
高效转型。

（宁波市农业技术推广总
站 王豪）

专 家 点 评

凌晨4点的
“早高峰” 载着思念

追着晨光

志愿者在地铁站出口提供志愿者在地铁站出口提供
指路服务指路服务。。 （（王博王博 摄摄））

▲昨天凌晨4点35分，轨道交通1号线
首班驶达宝幢站。公交接驳车早已列队待
命。 （徐能 邵建荣 摄）

“3 点 20 分 就 起 床 了 ！
阿拉宁波人扫墓，讲的就是
一个‘早’字。”

昨天是清明节，凌晨 4
点多，天色漆黑，宁波轨道
交通 1 号线宝幢站就已涌动
着熙攘的人潮。人们捧着鲜
花、提着时令鲜食，从地铁
站台鱼贯而出，前往先人安
息之地。

记者采访发现，市民扫
墓大多选择“轨道+公交”
的绿色出行模式。今年，宁
波公交开通 8 条免费清运接
驳 （短驳） 线，轨道交通实
行“免费坐+提前首班车+
加开夜间专列”的模式。
（孙佳骏 尹幸芷 甬轨君）

甬农追“新”记

记 者 王佳辉
通讯员 严舒玮 洪坤城

当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科
技变得触手可及，一场深刻的变革
正在农业生产的每个环节发生。

在这场数字化浪潮中，我们看
到的不只是营养液取代土壤、传感
器替代肉眼观察，更是由科技转化
而来的、实实在在的生产力，是一
个由数据驱动、万物互联的农业生
态体系。

从“空中菜园”到数字田园，
从智能牧场到数字渔场，当新技术
新设备新模式被持续引入农业生
产，资源利用更加节约高效、生态
系统更加稳定、绿色供给能力不断
提升，我们期待的现代农业高质量
发展的蓝图加速变为现实。

新技术，育种变得
更加“聪明”

踏入入选国家数字农业创新应
用基地的微萌种业数字育种 A+温
室工场，一排排瓜苗顺着精心设计
的钢绳向顶棚“攀爬”，在智能系
统营造的精准光照、适宜温度、最
佳湿度环境里茁壮成长。

在这个占地 1 万平方米的空间
里，规划了十余个独立控制区域，
设有低温春化人工气候室，可满足
茄科、葫芦科及十字花科等作物的
育种需求，从春化、授粉到光周期
诱导加代，全方位助力育种研究。

种业是现代农业的“芯片”。
但传统育种节奏拖沓，培育良种的
过程漫长且充满挑战。

数字技术赋能之后，通过云端
互联与智能化管理平台，技术员能
实时获取湿度、温度、光照等数
据，并依据不同植物的生长需求，
灵活设置参数，自动控制保温棉开

关和水肥使用，让育种工作变得更
“聪明”。

“就拿光照调控来说，以前要
根据不同作物生长阶段，手动调整
遮阳网、补光灯；现在系统不仅能
精准控制，而且还能根据每株作物
的实际需求微调，让我们的工作更
高效、更科学。可以说，温室工场
的智能系统太强大了！”负责温室
调控的技术员吴长江说。

“目前，我们培育的种子质量
与国际产品不相上下，价格仅为对
方的五分之一，深受农户喜爱。”
微萌种业技术员王宁东自豪地表
示，去年微萌种业培育的樱桃番茄

“紫小可 1 号”，凭借独特的外观和
丰富的营养价值，市场价格远超同
类产品。

随着数字农业 （育种） 工厂的
投入使用，微萌种业的原种繁育能
力进一步提升，预计可新增蔬菜良
种供给 370 吨，优质瓜菜推广面积
将新增近 70 万亩，为农户带来更
为丰厚的收益。

新模式，农业产出
更加稳定可控

杭州湾沿岸，宁波市牛奶集团
有限公司第十八牧场内，每头奶牛
的耳朵上都佩戴着白色的耳标内置
传感器，好比随身携带的“健康身
份证”。

牧场负责人吴振华介绍，通过
一整套犊牛自动饲喂系统，每头奶
牛的体温，牛犊吸奶节奏与速度、
喝奶量等都能被实时监测，有助于
犊牛实现少食多餐的健康模式，有
效降低肺炎、腹泻等疾病的发病
率。

“数字化带来奶牛生长环境改
善 ， 使 原 料 奶 的 品 质 进 一 步 提
高。”宁波牛奶集团副总经理廉立

伟介绍，公司将所有乳制品的每百
毫升蛋白质含量最低要求提高了
0.2克。

从“吃得饱”到“吃得好”，
人民群众对农产品品质的需求越来
越高。在现代技术的加持下，农业
发展正在从追求速度规模向注重质
量效益竞争力转变，走好资源节
约、环境友好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踏入宁海的宁波原坊科技有限
公司，6 座已建成的现代化养殖车
间映入眼帘。在这里，南美白对
虾、银鲳鱼和石斑鱼悠然“定居”
于四季如春的循环水“豪宅”中。

养殖基地负责人杨筱杰表示，
养殖池内不仅安装了传感器，还设
计了“余热回收系统”，在车间排
污与热水处理环节进行热交换，可
有效减少养殖过程中废弃物生产
量，实现更为生态的环境要素控
制。

“得益于在更纯净的环境里生
长，不少消费者来基地品尝时，纷
纷反馈水产品口感要比市面上常见
的更鲜。”杨筱杰说。

目前，该基地正与浙江大学、
香港理工大学等合作，将所有养殖
数据用于推动 AI 大数据模型持续
迭代升级，以便更精准地掌握海洋
物种的生长习性，探索更适合它们
的养殖模式，为智慧渔业的未来发
展开辟更多可能。

新设施，农产品
更加绿色优质

在宁波市江北东莱现代农业专
业合作社的智能玻璃温室里，番
茄、乌塌菜等作物长势喜人，它们
被整齐栽种在一行行由椰糠组成的
种植基质或营养液中，根系悬空生
长，不与地面直接接触，宛如一座

“空中菜园”。
“这些作物的种植基质和营养

液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成果，是我
们经过反复试验后，得出的最适合

这些作物的配方。”种植基地负责
人卓芬璐说，这里还配备了室温调
控、水肥滴灌等设备，水肥一体化
设备协同运作，可使作物灌溉效率
提升约 5 倍，还可使这些作物在不
使用农药的情况下，有效降低病虫
害的发生率。

先进适用的农机农艺装备、
智能高效的现代设施农业，能够
显著提升资源利用率，也能为农
业绿色高质高效带来看得见的变
化。

“过去浇水、施肥全凭经验判
断，现在利用这种无土栽培技术，
产出的作物通常具有更佳的口感、
更 高 的 营 养 价 值 和 更 长 的 保 鲜
期。”卓芬璐介绍，以番茄为例，
该温室中种植的“酸甜果 10 号”
番 茄 果 色 亮 丽 、 酸 甜 可 口 ， 在
2024 年宁波市精品番茄推选活动
中荣获金奖。

据了解，截至 2024 年，宁波
设施农业面积已达 21.67 万亩，基
质栽培、雾化栽培等技术广泛应用
于草莓、蓝莓等作物上，培育出了
一大批优质蔬果。

“我们的目标是结合象山柑
橘、奉化水蜜桃等本土优势品种，
构建‘数字+设施+机械’的智慧
农业发展体系，推动农作物生产过
程信息化、现代化。”宁波市农业
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说。

记 者 手 记

从“靠经验”到“靠数据”，
从“汗水农业”到“智慧农业”，
农业的蜕变主要体现于生产逻辑的
重构。每一项农业的数智化实践都
在证明：科技并非用来取代人工，
而是让生产更加高效，让农作物品
质更高、更加绿色。农业，这个曾
给人留下“面朝黄土背朝天”深刻
印象的传统行业，如今正随着科技
创新的推进，逐渐变成充满智慧、
极具技术含量的现代产业。

插上科技插上科技““翅膀翅膀””

农业发展有农业发展有““智智””更有更有““质质””
智启甬城

第2、3版
地上的娃娃想爸爸
一个器官捐献者家庭七年的守望与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