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解决种植群体老龄化问题、培育现代种植的职业农民，几乎是所有农业县亟待突破的瓶颈。吸引年轻人投身智慧农业，让“农民”成为年
轻人向往的职业目标，是沂源县发展数字农业的目标之一。对于素有“农业大县”“果品强县”之称的沂源县而言，发展数字农业无疑是助力现阶
段当地农业新业态发展的有力举措。

值得肯定的是，在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及智能装备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加持下，目前，沂源县县级“智慧三农”大数据应用平
台已谋篇布局，加之沂源阿里“产地仓”龙头特有销售模式的倒逼，当地传统生产模式悄然开启了转型革新。

聚焦聚力淄博市委、市政府数字农业农村工作的部署和要求，沂源正将革命老区山区数字农业农村发展和乡村振兴的“施工图”“作战图”一
步一个脚印“落到地上”。而随着沂源县果业振兴大幕的拉开，革命老区山区农业现代化的大格局正逐渐显现。

冬暖棚种出“金豆子”

“樱桃好吃，树难栽。”
名为早春第一果的大樱

桃，素有“十年九不收”的说法，
而种了30余年大樱桃的白正
玉，对此更是深有体会。

说起沂源大樱桃，就不得
不提燕崖镇燕崖村。作为沂源
大樱桃的主要产区，燕崖村共
有410户1200人，截至目前，全
村有露天大樱桃1300余亩，樱
桃大棚280亩。

62岁的白正玉被乡亲们
戏称为当地大樱桃种植的“泰
斗”。1990年，他从潍坊临朐
引入大樱桃苗，在燕崖村种下
了第一株大樱桃树苗。寒来暑
往3300余载，如今这棵大樱桃树
的直径已超过了40厘米，成为
当地的“樱桃树王”。

引苗成功后，白正玉通过
燕崖村村“两委”承包了50多
亩荒地，随着1993年第一批大
樱桃的收获，他也由此成为了
乡亲们艳羡的能人。

“当时只有‘红灯’一个品
种，露天种植大樱桃的产量低
且收获不稳定，一亩地往多里
说能赚2万块钱。”

如今，已过花甲之年的白
正玉放弃了大面积的露天种
植，将主要精力放在了面积约
为4亩的大樱桃冬暖棚上，而说
起冬暖棚的好处，白正玉则笑
逐颜开。

“以目前种植较多的‘美
早’为例，冬暖棚的采摘时间为
4月初，售价大约一斤60块钱，
而露天的采摘时间为5月中旬，
一斤可能卖不到20块钱。”

在白正玉看来，大樱桃冬
暖棚的普及不仅提前了大樱桃
的上市时间，能卖出高价，更保
证了这种高端水果的产量和
品质。

在白正玉的身后，起高超
过9米的冬暖棚框架选择多为
钢结构，卷帘子、通风也都已实
现了自动化，而水肥一体化的

种植方式，更是有效化解了当
地大樱桃种植群体老龄化的
问题。

眼下，头顶“国家级农业
产业强镇”“山东省首批电商
小镇”等诸多荣誉的燕崖镇，
已将大樱桃种植发展为当地
的支柱产业。根据沂源县农
业农村局提供的数据，正常年
份下，当地大樱桃年产量可达
4500万斤，畅销北京、上海、广
东、辽宁、新疆等20多个省份，
产值约4.5亿元。

不仅如此，围绕大樱桃产
业，当地还积极发展果品包装、
果品营销、苗木培育等相关产
业，发展了150个大棚、60个采
摘园、150家电商，引导果农从
单纯种植，向种植、营销、旅游
等综合经营方式转变。

四荒地变身“花果山”

在农业产业硕果累累的沂
源县，从来都不缺少“奇迹”，在
张家坡镇张家坡村一处被当地
人称为“西山”的地方，60岁的
张德义用了整整5年时间，在此
书写了一段传奇。

“搞农业不能仅靠情怀和
经济实力，一定要有一颗敬畏
的心。”

时间回到2014年10月，张
德义通过张家坡村村“两委”承
包了一片大约300亩的荒山，
自此也与这片大山结下了不解
之缘。

2015年至2017年，回忆土
地整理的那3年，张德义几乎

“肠子都悔青了”。个人投入资
金1000万元，其中包含400万
元的银行贷款，面对身体与精
神上的双重压力，张德义反而
越挫越勇。

2015年种植果树3600棵，
2016年增种4800棵，2017年
再种5200棵，2018年2000棵，
2019年600棵……截至目前，
张德义已在这片昔日的荒山上

种下了2万余棵果树，完成整理
标准化耕地超260亩。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2019
年张德义收获苹果10万余斤，
收入30余万元；2020年收获苹
果30余万斤，收入80余万元。
张德义说：“2021年，保守预计
将收获苹果60万斤，收入有望
超过120万元。”

在张德义看来，一连串喜
人数字，并非仅靠自己的勤劳
付出，因为与传统的果园相
比，他所种植的苹果树显得十
分“怪异”。

“我所采用的是‘宽行密
植’的种植技术，以‘半乔化’的
管理方式进行管理，经过几年
的实验发现效果不错。预计两
三年后，整个果园将进入盛果
期，产量有望达到100万斤。”

依凭荒山造梯田，这是眼
前这片果园最显著的特点。本
着因地制宜、因品种制宜、因条
件制宜的原则，张德义凭借新
型种植模式解决了劳动力的
投入。

不太忙的时候，260多亩果
园只需6名工人进行打理，每斤
苹果的种植成本也由传统种植
的约1.5元缩减至0.6元。

“果农年龄的老化其实并
不可怕，可怕的是思路的老
化。”这不仅是张德义常挂在嘴
边的一句话，也是他大胆创新、
敢于开拓的一面镜子。

“现代农业的发展，一定会
在经历了集约化、现代化、智慧
标准化之后，最终实现数字智
慧农业的目标，以此将农民从
繁重的体力劳动中彻底解放出
来，让所有的农民都能够轻松
做农业。”2020年10月，张德义
的“花果山”被认定为阿里巴巴
沂源“产地仓”直采基地。

2020年7月，全国首个“盒
马市”落户淄博。淄博市与阿
里巴巴双方共建数字农业农村
示范城市，将有力推动淄博农
业农村发展向数字化、信息化、
智慧化转型升级，为全国农业

农村高质量发展积极探索解决
方案。阿里与沂源县的合作，
即是对这一战略合作计划的践
行，以沂源苹果产业为切入口，
致力于促进沂源苹果产业提质
增效，赋能本地电商企业，推动
产业快速发展。

“智慧三农”透视强县大格局

纵观整个沂源全域，在新
型种植模式下取得硕果的并非
仅有张德义一人。以“沂源红”
苹果为例，在保证果品品质的
前提下，尽可能地缩减种植成
本，成为了所有探索新型种植
模式者的共同目标。

“目前，在我们公司的生态
无人农场，每斤苹果的种植成
本可由传统种植的约1.5元缩
减至0.4元。”

在位于沂源县南麻街道沟
泉村的中以现代农业科技示范
基地，山东中以现代智慧农业
有限公司技术部经理张传福介
绍说，他们公司是集成网室保
护性栽培、水肥一体化技术、欧
洲苗木脱毒、矮砧宽行密植栽
培、全程机械化管理、农业物联
网等先进技术为一体的国内顶
级标准果品生产示范基地。

目前公司正与山东理工大
学兰玉彬院士团队合作，共建
数字果园，打造国内首个生态
无人农场智慧农场。

自示范基地建成运营以
来，全国各地的新型职业农民、
农业企业参观学习者络绎不
绝，通过单一技术输出和整建
制技术输出在省内外多地市进
行了项目复制推广，通过示范
基地运营和为用户服务经验的
积累，最终实现技术迭代，形成
了特有的整建制服务输出
模式。

“培育手机种植新农人，吸
引年轻人投身智慧农业，让‘农
民’成为年轻人向往的职业目
标，这是沂源县发展数字农业
的目标之一。”

沂源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
员、副局长翟淑法在接受大众
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者采访
时表示，沂源县经过多年的结
构调整和产业升级，75万亩林
果经济的区域化布局已基本完
成，进入产品升级、产业提效和
品牌经济发展的新阶段，而发
展数字农业无疑是助力这一新
阶段农业新业态发展的有力
举措。

如是，近年来，沂源县按照
“发展需要、技术可靠、示范引
领”的原则，先期重点在平台搭
建和样板场景打造上下功夫，
重点围绕基础设施数字化、产
业数字化、管理数字化、服务数
字化等四方面内容，加快实施

“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
程，夯实了农业产业发展的
路基。

“农业经过数字化改造后，
无论是水土气、温湿度等环境
数据，还是生产加工过程的全
流程数据，都能很好地指导生
产、提升效率。数字化又可为
品牌化提供质量保障，品牌化
则通过优质优价，让科技投入
有价值体现，形成内生动力。”

如翟淑法所说，在移动互
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
及智能装备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的加持下，目前，沂源县县级

“智慧三农”大数据应用平台雏
形已现，加之沂源阿里“产地
仓”龙头特有销售模式的倒逼，
当地传统生产模式已然开启了
转型革新。

随着沂源县果业振兴大幕
的拉开，革命老区沂源山区农
业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行稳致
远、铿锵有力……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李科 姜涛 孙锐 李
振兴 孙良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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