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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驾驶小型扫路车将路上
的落叶、灰尘收入囊中；环卫智
慧作业机器人挥舞着长长的机器
臂捡拾矿泉水瓶、烟蒂等垃圾
……在长沙中联重科环境产业有
限公司日前召开的“让世界更清
洁，让环境更美好”新闻发布会
上，中联重科环境产业有限公司
执行总裁陈培亮描绘了这样的
场景。

在发布会上，由中联环境研
发的无人驾驶扫路车和环卫智慧
机器人首次亮相。该公司首席专
家肖庆鳞介绍，这款环卫智慧作
业机器人是融合了人工智能、机
器视觉、全场景图像识别、智能
机器臂等技术于一体的全球首款
环卫智慧机器人，是一款可以完
全替代人工的环卫装备产品。“它
可以应用于广场、公园、机场高
铁等场所。4个这样的机器人就能
替代10名至20名环卫工人，将大
幅度提升环境环卫行业的智能化
水平和作业效率，减少环卫人工
作业的安全隐患，大幅节省人力
成本。”陈培亮说。

同时发布的无人驾驶小型扫
路车也让人眼前一亮。肖庆鳞介
绍，这款全液压驱动的智能扫路
车实现了全工况无人驾驶，已经
在橘子洲完成了测试，是行业内
第一款可实战作业的无人扫路
车。记者看到，它在作业过程中
能自动感知周边行人、车辆并避
让，还能对垃圾精准追踪清扫，
并会根据地面垃圾种类及负荷，
调整车速、扫盘转速、风机功率
等参数，实现节能清扫。

这些人工智能产品，是中联
环境“从传统的装备制造向产品
智能化和智能制造”全面转型的
一个缩影。作为一家有着 60 年历
史的企业，中联环境始终走在技
术前端。近年来，这家在国内环

卫机械市场连续 18 年占有率第一
的环境装备制造商加快了向“高
端环境装备制造+城乡环境运营综
合服务商”的转型步伐，致力于
为城乡环境管理者提供整体解决
方案。

陈培亮说，中联环境与意大利
LADURNER 公司有多年的合作。
LADURNER公司在环境产业领域
积累了丰富的国际领先技术和项
目运营经验，中联环境则具备较强
的制造能力、市场网络和资本运作
经验。这种合作促使中联环境不
断提升自身的整体环境解决方案
能力，将公司业务拓展到了渗滤液
处理设备、乡镇生活污水处理设
备、餐厨垃圾、建筑垃圾处理等领
域。中联环境生产的渗滤液处理
设备，采用“云+端”的技术架构，可
以远程调度、远程运维管理，实现
环保作业的无人化和少人化，已经
在全国100余个填埋场提供高效环
保服务。

据了解，中联环境已经与全
国40余个区县签订了以PPP模式
开展城乡全环境服务的框架合作
协议，湖南石门、江西定南、广
东连平、贵州凯里等地的“物联
网+大数据”环卫PPP项目已陆续
落地并获得了当地有关部门的高
度评价。

“中联环境已经实现了在大数
据平台下对作业人员的网格化管
理、作业车辆的智能化管理、作
业过程的精细化管理、作业物料
的量化管理。”陈培亮说，“下一
步，中联环境将投资 30 亿元用于
建设环境产业智能工厂，投入 50
亿元用于创新研发，筹集200亿元
用于环境投资运营。未来 10 年，
中联环境有信心成为集智能环境
环卫机器人装备研发制造+智慧云
脑全环境投资运营于一体的国际
化高科技环保领军企业。”

陕西

牡丹花开产业红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张 毅

过去的5年时间里，陕西油用牡丹种植面积从1万亩迅速扩大到60万亩。目前，陕西已

有70多个县区新建牡丹产业园200多个，基地规模仅次于山东，位居全国第二，一个依托生态

富民增收的“好看经济”正在形成

汉中的牡丹开了、渭南的牡丹
开了、商洛的牡丹开了……“绝代
只西子，众芳惟牡丹”。入春以来，
陕西人的朋友圈不断被东南西北的
牡丹花海次第刷屏。赏花踏青之
际，人们惊奇地发现，曾经“娇
养”在花圃中的牡丹仙子似乎一夜
之间就“屈尊降贵”移居大田，成
为一种寄托着生态致富梦想的高级
木本油料经济作物。数据显示，陕
西油用牡丹种植面积从2013年的1
万亩迅速扩大到如今的60万亩，位
居全国前列。

“花仙子”变身“懒庄稼”

4月份，车行秦岭，鸟鸣山幽。虽
然已是谷雨季节，但漫山遍野的牡丹
花依然风姿绰约，令沉寂的大山生意
盎然。在镇安县渔家坪村三组，村民
张荣线刚刚为山坡上的牡丹除过草。
从种玉米到种牡丹，在“花农”张荣线
看来，“油牡丹是真正的高效‘懒庄
稼’”——6.4亩坡地，过去种玉米，除
去种子化肥等成本，每年实际挣到
手里的利润只有 1300 多元。4 年
前，他把地流转给陕西宏法牡丹产
业开发公司，每年地租2240元，管
护劳务费2048元，两项合计整整比
过去增收 3000 多元。“最关键的
是，油牡丹生长期长达50年，一次
投入，管护简单省力。”

“花农”张荣线的“小算盘”其实
只是牡丹产业富民增收的“尖尖
角”。陕西省林业厅牡丹办负责人鲜
宏利告诉记者，我国食用油对外依存
度超过 60%，大力发展油用牡丹等
木本油料产业，对维护国家食用油安
全意义重大。作为牡丹的原生地，也
是牡丹的典型适生区，早在2013年，
陕西省就结合国家退耕还林和林下
经济等政策，率先在全国发出了“跑
步前进，建设油用牡丹产业高地”的
号令。此后，陕西陆续组建成立了油
用牡丹专家委员会、牡丹产业协会等
科技与市场服务组织，与北京林业大
学等签署《产学研框架合作协议书》，
高起点推进油牡丹研发和产业发展。

经过5年的布局，目前陕西已有
70多个县区新建牡丹产业园200多
个，基地规模仅次于山东，位居全国
第二。一个依托生态富民增收的“好
看经济”正在形成。

牡丹盛放溢“油”香

种植的热情源于深加工端的快
速壮大。在镇安县岉峪工业园，一座
占地百亩、总投资逾4.7亿元的牡丹
油产品生产研发中心正拔地而起。
陕西宏法牡丹产业开发公司负责人

刘法平介绍说，企业引进了3条自动
化生产线，仅研发大楼的投资就超过
亿元，今年年底投产后，年加工牡丹
籽能力可以达到6000吨。“未来，牡
丹油只是我们的基础产品，公司的目
标是附加值更高的生物康养制品。”
作为长期从事现代农业投资的企业
家，刘法平完全不满足于做个“卖油
郎”。目前，这个大山里的企业，已
经聚集了来自中国农业大学、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等多家科研院校的多
位专家，建成牡丹基地 4 万多亩。

“项目完全建成后，可实现年销售收
入14.6亿元，带动8万户农民就地就
业增收。”

数据显示，牡丹籽出油率可达
23%，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 92%，
尤其是其富含的阿尔法亚麻酸，指标
可达42%，是橄榄油的140多倍。牡
丹籽油是新型健康的高级木本油，目
前我国出口国际市场的牡丹油每市
斤价格高达 1300 元至 1500 元。那
么，如何生产出让老百姓吃得起的

“好油”？宏法牡丹产业公司副总刘
凤声认为，随着各产业链逐步达到效
益化规模，纯牡丹籽油未来国内每市
斤销售价格完全有可能控制在 500
元以内。此外，配以芝麻油、核桃油
等纯植物油的牡丹混合油价格会更
接近百姓餐桌。

目前，陕西已建成以牡丹油为主
要产品的全自动绿色生态木本油示

范生产线三条，油脂年产能力 3000
吨以上。全省数十家企业，先后开发
出牡丹油、牡丹茶、牡丹酒、牡丹面
膜、护肤油以及牡丹花瓣糕点等产品
共8大类20多款。

陕西兴森源生物科技公司工程
师王海坤表示，随着栽植基地逐步进
入盛产期以及产品深加工产能的释
放，能否快速培育起相匹配的市场营
销能力至为关键。

生态增收“富美”兼得

位于秦岭深处的陕西省镇安县
银坪村如今是远近闻名的乡村旅游
花园村，60 多亩连片盛开的各类牡
丹花引得游人如织。4年前，这个距
离县城 40 多公里的偏僻山村，把
1098 亩山地流转给企业发展油牡
丹，其中 55 户贫困户种植牡丹 276
亩。如今，贫困户每年可领取地租和
劳务工资 37.2 万元，企业还通过项
目资金为村集体和22户贫困户配股
123 万元，仅每年的分红资金就达
9.84 万元，贫困户年户均增收 8552
元。该村村支书刘发斌说：“发展油
牡丹，让我们村提前一年摘掉了贫困
村的帽子。”

“油牡丹种植随地就势，对生产
管护技能要求也不高，既能保护水
土，又可实现持续增收。特别适合山
区贫困群众，有效解决了‘生态要被

子，群众要票子’的矛盾。”镇安县副
县长王庆水介绍说，该县已将油牡丹
列为 10 大扶贫产业之一，县里对牡
丹龙头企业实施补贴3年土地流转费
用，每年投入的产业专项扶持资金超
过1000万元。目前，当地已引进4家
专业公司在8个镇50多个村流转耕
地5万多亩从事油用牡丹产业，辐射
带动贫困群众近万户。

在镇安县高峰镇，记者还看到一
种上种核桃下植牡丹的“双层油”立
体经济林。据说这种立体经济林仅
在 高 峰 镇 的 规 模 就 达 到 8000 多
亩。鲜宏利告诉记者，结合发展林下
经济，陕西省每年安排专项资金
1000 万元，扶持林下油用牡丹栽培
示范建设点40个以上。

在陕西，牡丹产业显著的经济、
生态和增收效应，正吸引越来越多的
市、县和企业投身其中。陕西稼茵生
态农业开发公司在汉中西乡带动农
户 1564 户发展牡丹产业，其中贫困
户819户，发展油用牡丹1.2万亩，贫
困户种植规模达 3845 亩；陕西能源
集团投资 4.5 亿元与宏法牡丹产业
开发公司携手发展10万亩油药兼用
牡丹基地；杨凌金山农业科技公司在
临潼建设高标准油用牡丹产业园，栽
后第三年即获得了亩产 246 千克丰
产纪录；2017 年延安市政府组织调
研，作出决策，引导全市新栽牡丹逾
万亩。

陕西省镇安县盛开的油牡丹吸引大量游客前来观赏。 永 虎摄

“太行最绿在三川，绿化断带
有遗憾”。邢台县全县森林覆盖率达
47.9%，西部山区被誉为“太行山
最绿的地方”。然而，其浅山丘陵区
大多属于石灰岩地质，土少石多，
立地条件差，加之气候干旱少雨，
形成了一条南北长51公里、东西宽
18公里的“绿化断带”。

2009年，郝景香退休。得知县
委、县政府专门出台浅山丘陵区绿化
意见及规划，郝景香下决心啃下绿化
断带这个“硬骨头”。他成立了邢台
县第一支专业造林队，立志要去除太
行山的“绿化断带”，让绿色重新回
归浅山丘陵区。

10年来，郝景香一年有11个月

吃住在山上，和造林队员一样住窝
棚、啃干粮、喝凉汤，每天早晨6点准
时上山植树，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

在“石头”上种树，谈何容易。郝
景香和他的造林队没少碰壁。刚开始
时，郝景香采用传统办法种树，但树苗
的成活率极低。为了留住水分，保证
树苗的用水需求，郝景香不停地试
验。他购买了化学保湿剂，但是由于
成本太高，无法推广使用；从外地运来
土壤，但缺乏营养，树苗不长……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3年，郝
景香终于成功摸索出“套保湿袋”

“埋玉米芯”“盖石板片”“靠育林
板”等一整套浅山丘陵区造林办
法，这套办法显著提高了树苗的成
活率，被称为“郝式造林法”。

成活率解决了，但是在荒山上种
树，难度可想而知。没有房，就搭窝
棚；没有电，就用柴油机发电；没有水，
就从十几里地外一罐罐运、一桶桶提；
没有土，就一点点从石头缝中间抠；不
能用机械，就人工挖树坑；山路崎岖，

队员就一手拄棍一手扛树苗……
凭着愚公般的精神，郝景香和

他的造林队克服重重困难。10 年
来，累计绿化荒山 5 万余亩，植树
560 万株，造林成活率达 95%以
上。“郝式造林法”让浅山丘陵区绿
化断带难题得到有效破解，为全国
各地造林绿化工作提供了成功经验。

郝景香是邢台县冀家村乡东庄村
人，与林业结缘长达50多年。上世
纪60年代初，尚不满14岁的郝景香
辍学回家，参加了村里的造林队。郝
景香说：“俺生在山里、长在山里，
常年和树打交道，看着他们绿油油地
生长，一点点把山场变绿，俺这心里
才舒坦。植树造林，三分栽种，七
分管护，不能只栽不养。”郝景香又
自己花钱组建起护林队，专职开展
林场管护。

如今，昔日的荒山秃岭已披上
绿装。一片片排列整齐的侧柏在白
色育林板的呵护下迎风挺立、茁壮
成长，成为太行山一道亮丽风景。

河北省邢台县太行山区造林队队长郝景香

这位“愚公”专绿太行
本报记者 吴 浩 通讯员 王聚芬

中联环境

环卫智慧机器人首次亮相
本报记者 刘 蓉

北京西城区人定湖公园，工作人员在为园内柳树注射针剂，抑制杨柳飞
絮产生。随着天气逐渐转暖，北京进入飞絮季节。据北京园林绿化部门介
绍，今年全市通过注射抑制剂、更新优良树种、园林绿化景观升级等手段，科
学治理30万株杨柳飞絮，不断降低杨柳飞絮对环境的影响，打造绿色和谐
宜居的城市生态系统。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柳树“打针”抑制“飞絮”

郝景
香 ( 右 二)
在搬运树
苗。
邱洪生摄

本报讯 记者刘成报道：近
日，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
产研究所“国家级海洋渔业生物
种质资源库”项目建设推进会举
行，标志着我国渔业生物资源保
存体系正式启动建设。

据了解，国家级海洋渔业生
物 种 质 资 源 库 总 建 筑 面 积
20647.84 平方米，总投资 1.62 亿
元。该项目自2010年列入山东青
岛市南区重点项目库，在各界力
量的共同推动下，扎实开展，稳
步实施，取得了阶段性进展，目
前已进入施工阶段，计划年底完
成主体工程地上三层施工建设。

黄海水产研究所依托自身优
势，针对我国不同海域、区域特
点以及海洋渔业生物资源养护现
状，从国家层面上全面系统地构

建海洋渔业生物种质资源库体
系，形成以基因、细胞、活体、
群体等为支撑体系的海洋渔业生
物资源保存和共享平台——国家
级海洋渔业生物种质资源库。

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海洋渔业
生物基因资源库、海洋渔业生物
细胞资源库、海洋渔业微生物资
源库、海洋渔业生物活体资源
库、海洋渔业生物群体资源库以
及海洋渔业生物种质资源数据处
理中心和大型仪器设备共享中心。

据悉，项目建成后，将以海
洋渔业生物种质资源收集、整
理、储藏、研发与利用为目的，
填补我国海洋渔业资源保护和研
究的空白，建成国内种类最多、
容量最大的国家级海洋渔业生物
种质资源库。

海洋渔业生物种质资源库启动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