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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蔬无土就可以栽培，一个果蔬大棚
年可收入 30 万元，气雾培让这些看似“天
方夜谭”的事情变成了现实。

走进山东省莱西市李权庄镇气雾培蔬
菜大棚内，展现在记者面前的是令人惊奇
的一幕:两块挤塑板顶部紧靠在一起,构成
了与地面呈 45 度角的栽培床,绿油油的芸

豆、辣椒、芹菜和黄瓜等根本不跟土壤接
触,只是悬系在栽培床上的小孔中,却长得
枝叶繁茂。

青岛德民欣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经
理郑新建向记者介绍说:“你看到的就是气
雾培，是把植物悬挂于雾化空间,让其根系
从高湿度空气中获取水分、氧气及其他营
养的一种栽培方式。这种栽培方式是当前
农业生产中最先进的一种栽培方式。”

据了解，目前青岛德民欣农业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已经投资近 2000 万元，建
成 40 多 个 气 雾 培 大 棚 ， 面 积 达 180 多
亩。“从去年 3 个大棚的试种，到今年发
展到 40 多个大棚，我们对气雾培的发展
前景越来越有信心，到年底我们将发展
到 80 个 大 棚 ， 总 栽 培 面 积 可 达 到 400
亩。如果土地流转顺利的话，未来我们
计划将气雾培大棚面积发展到 5000 亩，
成为全国最大的气雾培大棚基地。”郑新
建说。

“5000 亩气雾培基地可顶 1.5 万亩土
地用。”郑新建的一句话让人吃惊，原来
气雾培能够极大提高土地利用效率。郑新
建介绍：“因为是立体化种植,气雾培大棚
的 1 亩地可以当 3 亩甚至 5 亩地来使用。

这样 5000 亩气雾培基地就可以实现 1.5 万
亩普通田地的产出。”

在大棚里，记者看到，一块挤塑板长
1.8 米、宽 60 厘米,两块挤塑板按照一定
角度形成三角形的支架,一个标准棚能容
纳 56 个架子,一平方米挤塑板上可以栽培
90 多棵菜。据介绍，挤塑板的长度、宽
度都可调节,支架的角度也是可调整的,这
样就能更大幅度增加种植孔,单位土地的
利用效率就会提高。另一方面,植物的根
系不与土壤接触,也能最大限度地避免病
虫害的发生。

植物与土壤不接触,植物生长所需的
水分和养分都是通过营养液直接补给到根
部，这样可以控制蔬菜的生长速度,而且
生长速度比普通蔬菜快。技术人员通过电
脑发现植物缺少哪种养分,可以立即操控
电脑对植物喷洒营养液。

通过气雾培技术育苗也很具特色，郑
新建摘下一个青椒侧枝跟记者解释:“在青
椒的这个地方剪一个侧枝放到繁育基上,3
天后就会长出新根,然后移植到挤塑板上,
就能再次生长,比一般的从种子到成苗的生
长周期要缩短半个月。”在大棚里,韭菜 1
年可以收割二十多茬,而普通的韭菜一年也

就是收割三四茬。
气雾培还有一个明显优势，就是节约

劳动力。记者发现虽然每个棚的面积不小,
但很少发现工人。郑新建跟记者说，“气雾
培技术独有的优势就是人工成本极低,基本
上一个工人就能看管 8 到 10 个大棚,大棚
的真正管理靠的是软件系统”。

气雾培生产的果蔬，因为根系与土壤
不接触，病虫害少，基本不用打药，电脑
控制喷施营养液，使果蔬养分足，生长出
来的果蔬口感好，品相优，价格是市场上
同类产品的 3 至 5 倍，一个大棚年收入可
达到 30多万元，收益非常可观。

收益可观，投入成本也不低。一个面
积 1500 平方米的标准大棚,去年的前期投
入大约需要 60 万元,但是，经过不断的技
术改进，今年同等面积的一个标准大棚，
仅需 42 万元就可建成。相信随着技术的不
断改进，建设成本还会降低，这样，将有
助于气雾培技术的迅速推广。

行 走 江 河 看 防 汛

气雾培,让蔬菜生长可控制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李焕青

6 月 22 日,宁夏农垦南梁农场枸杞正值

每年的第一茬采摘期。一粒粒晶莹剔透的

枸杞，似玛瑙挂满了枝头，农场职工们三五

成群在枸杞地里忙着采收，鲜红而饱满的枸

杞映衬着他们的笑脸，枸杞地里弥漫着丰收

的喜悦。

据了解，每年 6 月中旬至 7 月中旬，是宁

夏枸杞的成熟采摘期，也是鲜食枸杞的“黄金

30 天”。近年来，南梁枸杞基地在生产培育

优质枸杞的同时，加大科技投入，研发出富硒

枸杞，被评为农业部无公害农产品示范基地

农场。通过科学冷藏的鲜枸杞可以保鲜 5 天

以上。 本报记者 张 雪摄

行走一些农村，可见田埂、山坡、树梢上悬挂

着白色塑料薄膜。近年来，随着地膜覆盖技术的推

广，农膜残留引发的白色污染问题不容忽视。

有不少人将农膜残留引发污染的原因简单归结

于宣传不够，农民不懂残膜的危害性。事实上，农

膜残留严重是一个综合性问题，既有技术方面的原

因,也有政策激励和经济效益等方面的原因。

据 了 解 ， 目 前 ， 各 地 应 用 的 地 膜 厚 度 多 为

0.005 和 0.008 毫米两种类型，厚度为 0.005 毫米的

地膜，后期破碎严重，回收困难；厚度为 0.008 毫

米的地膜，从技术上可以做到大部分得以回收，但

农民使用量较少。

农民不用后者也有自己的原因。以玉米地膜覆

盖为例,用 0.005 毫米的地膜每亩仅需 3 公斤,用厚度

0.008 厘米地膜每亩需用 6.5 公斤,成本相差近 60

元。考虑到种粮收益有限,不少农民不愿购买 0.008

毫米的地膜。

为使残留农膜问题得到很好解决,应积极发挥

市场的作用，在政策上支持残留地膜的回收和再生

利用，实现综合利用废膜，变废为宝。具体解决农

膜残留问题，有三个方法可综合使用。一是一膜两

用，延长使用时间；二是对地膜回收进行财政补

贴；三是采用新技术，推广使用可降解膜。

首先是鼓励地膜的二次利用，间接减少地膜使

用量。农业专家探索了地膜二次利用主要技术，收

割秸秆后不揭膜、不耕翻，第二年播种期直接在前

茬间隙扎眼播种。采用这种技术，效果虽好，但要

求每亩追肥量比常规地膜覆盖的田地要多。考虑到

一次铺膜可以两年利用,能节省耕翻、捡膜、铺

膜、喷除草剂等工时费 100 元，总体而言，具有一

定吸引力。

其二是财政对回收残膜再利用的企业给予奖

励。有专家建议国家给予适当补贴，支持农民、合

作社或企业购买清膜和捡膜机械。出台鼓励废膜回

收加工政策，采取多种方式提高残膜回收率。这一

模式很多省份正在使用。青海省对残膜回收采取的

合同制可供借鉴。该模式由青海省农技推广总站、

塑料加工企业、各县农技推广中心三家签订残膜回

收合同。塑料加工企业负责残膜收购、加工,各县

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负责组织乡 （镇） 和村进行残膜

回收，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负责核实回收量、拨付

补助等。

其三是大力推广可降解膜使用，充分利用生物

技术和高新技术生产可降解的地膜，减少聚乙烯或

聚氯乙烯膜的使用，这是从根本上降低和减少农用

地膜污染的最有效途径。

总体看，实施地膜覆盖

技术补贴，支持农民使用易

于回收或可降解地膜，不仅

能推动地膜覆盖农业技术推

广，还能减少地膜使用的白

色污染。

本报讯 记者乔金亮报道：第二届山西特色农产
品北京展销周活动日前在全国农业展览馆举行。该展
销周活动是在农业部指导下，由北京市、山西省农业
部门联手打造的一个区域展会品牌，首届展销周活动
于 2010 年推出。本次展销活动以“特色共享、合作
共赢”为主题，旨在通过举办特色品牌农产品展销，
进一步扩大山西特色农产品的知名度，推动特色农产
品交流。

本次活动以山西省 11 个市的特色农产品展销为
主，共有参展企业 381 家，参展产品 1120 种，涉及
杂粮、水果、蔬菜、干果、肉、蛋、奶、醋、酒、油
脂、食用菌、饮料、布艺等 13 个类别，80%以上获
得无公害、绿色和有机产品认证。在展销周期间，山
西 11 个市级展团都举办了具有地方特色的产品推介
和主题宣传活动。

可回收的地膜

为 何 用 得 少
乔金亮

 













































































山西特色农产品

北京展销周举行

枸 杞 红 了

本版编辑 李 亮

交易呈现疲软

2003 年，海伦市成立大豆批发市场，这
是经国家发改委批准建设的、全国规模较大
的专业大豆批发市场。

作为全国优质高油脂、高蛋白大豆生产
基地，海伦的大豆享誉中外，曾吸引国内外
经销商纷至沓来，海伦市大豆批发市场因此
成为黑龙江省大豆交易的重要集散地，市场
曾经一片繁荣景象。

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一般来说，每年
5 月至 8 月是大豆经销的黄金时期，然而当
记者走进海伦市大豆批发市场的时候，占地
41000 平方米的市场里显得空空荡荡。在
一个角落里，十几名工人正在为准备运往湖
北的一批大豆统一装包。

“现在市场低迷，大豆交易不活跃，经销
大豆几乎不赚钱，入场交易的客商非常少。”
海伦市大豆批发市场办公室主任于广军谈
到当前大豆市场，神情有些黯然。于广军告
诉记者，他去年收购了 1.2 万吨大豆，主要
销往浙江、重庆、郑州等地，因为主产区和主
销区的大豆价差很小，他几乎没有赚到钱。
这让他有点灰心。今年春节以后，他再没有
收购大豆。

经销商于春龙在海伦市从事大豆生意
多年，在海北镇有自己的仓库，他的大豆主
要销往广州、上海、江苏和河南，有固定的客
户。不过，他今年收购的大豆还没有出货,

正在等待市场行情好转。
“目前大豆价格在所有农产品中是最低

的，有可能反弹。但是，由于美国、巴西等国
大豆获得丰收，国际市场大豆价格持续下跌，
国产大豆价格上涨的动力不足。”于春龙说。

记者发现,导致海伦大豆市场低迷的一
个重要原因在于一直以来市场比较混乱,由
于大豆收购门槛低，在大豆生意好的时候,
海伦大大小小的经销商有三四百家，成规模
的有三四十家。经销商各有各的销售渠道,
互相竞争，打压价格，难以形成合力。这也
是当前海伦大豆市场没有形成自己话语权
的重要原因。

为了稳定大豆市场价格，2009 年海伦
市成立了大豆协会。于春龙告诉记者，大多
数经销商不愿意加入协会，因为协会暂时不
能给会员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好处。

进口冲击较大

“国产大豆市场不景气，与进口大豆
占据国内市场的主导权有直接关系。”于
春龙说。

我国大豆是与国际市场联动较强的产
业，受国际市场影响很大。目前我国每年平
均消费大豆 7000 万吨，进口大豆 5500 万
吨。进口大豆主要用于油用加工，进口大豆
的价格基本上决定着我国油豆市场大豆的
价格。由于油用大豆在黑龙江大豆中所占
比例达到 60%，导致黑龙江大豆价格基本上

被进口大豆左右。
随着进口大豆的大量涌入和沿海大豆加

工产能的不断扩张，进口大豆对市场的影响
力越来越强，有人形象地描述为“美洲种植大
豆、跨国企业做大豆贸易、中国购买大豆”。

目前市场上的状况是，一边国产大豆卖
不出去，一边进口大豆大幅增加。“这种局面
的出现是大豆进口依存度过高所致。过高的
对外依存度导致国内大豆失去了话语权。”
黑龙江大豆协会副秘书长王小语说。

目前我国大豆需求量巨大，应该广泛利
用国际资源，通过进口一定量的大豆补充国
内市场的缺口。黑龙江省农科院总农艺师刘
忠堂建议，现在国产大豆产业迫切需要政策
扶持，需要建立两个价格体系，一是建立使农
民种植大豆的效益不低于玉米的动态价格体
系；二是建立一个以保护价收购大豆，以常位
价销售大豆的价格体系，对大豆全产业链给
予扶持，促进大豆产业协调发展。

探索远期市场

“黑龙江大豆产业萎缩主要是由进口大
豆强大的冲击导致的，如何摆脱进口大豆的
价格控制是国产大豆发展的关键。”黑龙江
冬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聂孝军说。

“对于黑龙江大豆产业来说，大豆生产
者是千家万户的广大豆农，收购企业是遍布
全省的大大小小数以万计的贸易商和加工
企业，客户是全国以及世界各地的广大客
户。如何将广大豆农、贸易商、加工企业、客
商整合在一起，期货交割是一个绝好的切入
点。”聂孝军说。

据了解，海伦市大豆批发市场刚刚成立
的时候，就与大连商品交易所联网。联网
后，各地大豆经销客商可直接登录大连商品
交易所网站，查询海伦市大豆产销信息。而
且，海伦市还设想将大豆批发市场交易场地
建成大连商品交易所在黑龙江的大豆期货
交割库。交割库建成后，世界各地大豆经销

商可直接网上交易，电子结算，到海伦提
货。然而，到目前为止，大豆期货交割库并
没有落户海伦市。

聂孝军认为，对于目前的大连商品交易
所的大豆期货交割存在一定弊端，因为交割
地点既不是大豆产区，也不是大豆销区，在
劳动力成本、物流成本高昂的今天，大豆交
割 成 本 太 高 。 例 如 ，在 黑 龙 江 每 吨 大 豆
4200 元，客户在大连商品交易所提货需要
支付 4611元，中间费用为 411元。

“海伦大豆批发市场虽然与大连商品交
易所早已实现联网，但是距离太远，几乎没
有实物交割。目前由于市场不景气，期货市
场也做不下去了。”于广军说。

期货市场虽然是一个非常科学有效的
市场体系，但是我国普通农户要参与其中还
面临着诸多困难，一是农户作为自然人不能
作为市场主体参与货物交割；二是农户抗风
险能力弱，利用期货市场化解市场购销矛盾
还勉为其难。因此，有必要在农户和期货市
场之间建立一个农产品现货市场，有效加强
农户与期货市场的联系。

王小语建议，我国应该建立远期农产
品交易市场、构建稳定的原粮供应。远期
农产品交易市场与国内有些远期市场相比
最大的特点是不设置资金杠杆，贸易商、
企业、农户在指定场所交易，降低物流成
本。由于不是保证金交易，可以避免过度
投机。建立远期市场的目的是使农产品产
业链上各个参与者实现有效分工，使种植
者专注于生产，流通者专注于贸易，加工
者专注于转化，为期货与现货交易增加衔
接平台，给资本市场增加对冲渠道，使金
融市场更好发挥作用。

据了解，远期农产品交易市场在黑龙江
省已具雏形，黑龙江九三集团曾尝试采用

“定斤”采购，即粮食上市以后，农户可以先
把粮食运到油厂指定厂区，双方确定数量和
质量，价格由农户选择之后时间段任意一天
结算。

国产大豆缺乏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产大豆没有价格优势,

在市场上没有价格主导权。要想具备价格主导权，市场是关键，需要构

建起活跃的大豆交易市场。记者发现，黑龙江作为大豆主产区，目前没

有一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豆批发市场，但正在努力尝试建立，这种尝

试有利于黑龙江逐步具有大豆价格主导权。

国产大豆：需要充满活力的市场
本报记者 刘 慧

本报讯 记者周琳报道：日前，2012 中国大蒜
年会在江苏省邳州市举行。本次会议以“稳定大蒜国
际市场，促进大蒜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主题。
据介绍，本次会议旨在加强国内外大蒜企业合作，共
同应对价格波动带来的不利影响。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大蒜生产国和贸易国，而邳州
又是国内最大的白蒜产区之一，常年种植面积 60 万
亩。邳州市委书记冯其谱介绍，邳州先后被批准为全
国大蒜标准化示范区、江苏省大蒜出口基地。2008
年“邳州白蒜”被国家质检总局认定为“国家地理标
志保护产品”。目前，邳州拥有以大蒜为主的农产品
加工企业近百家，其中国家级农业产业重点化龙头企
业 1 家、省级 3 家，年销售收入超亿元的 6 家，生产
脱水蒜片、酸辣蒜蓉、大蒜粉、大蒜油等 20 多个系
列加工产品，建有大蒜恒温库 300 余座，贮藏能力
50 万吨。2011 年邳州大蒜出口创汇 1.86 亿美元，继
续保持江苏全省第一。

2012 中国大蒜年会举行气雾培是把植株悬挂于雾化空间，

让其根系从高湿度空气中获取水分、氧

气及其他营养的一种栽培方式。其基本

原理就是将营养液通过超声波或者高压

喷头雾化后不间断地喷淋到悬在空气中

的植物根部。

气雾培是当前农业生产中最为先进

的栽培模式，它能实现植物短期内的快

速生长与发育，对农业生产意义重大。

目前我国已开始把这种模式用于高科技

示范园或观光园的建设中，起到了很好

的示范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