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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提质增效海南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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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德清：数字成“新农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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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3 月份

70 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

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城市分

别有 38 个和 45 个。房价在一些城

市有下行趋势，市场较为冷清，购

房者观望情绪浓厚。正是因此，今

年第一季度以来，一些城市因城施

策出台了一系列稳楼市举措，着力

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促进房地

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一些城市的房地产调控政策现

宽松态势。有关汇总信息显示，今

年以来已经有超过 70 个城市出台

稳楼市举措。有不少是将过去收紧

的调控政策放松，包括放宽限购、限

售、限贷，发放购房补贴，取消“认房

又认贷”，降低首付比例和房贷利

率，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等。还有

些举措如降低落户条件、放开落户

限制等也将在客观上助市场企稳。

房地产市场调控的主体责任在

地方，一些城市在市场出现变化时

因城施策出台调控举措是职责所

在，有其必要性。大涨和大跌都不

是稳。房地产市场应既抑制房地产

泡沫，又防止大起大落。过去房地

产市场过快上涨阶段，一些城市出

台限购、限售、限贷等举措，是为了

稳楼市，避免房价过快上涨给经济

发展和居民带来不利影响。当前一

些城市房地产市场面临一定下行压

力的情况下，对过去阶段性政策取

消或者调整，也是为了稳楼市，延缓持续下行趋势有助于减轻

其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压力。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分化依然明显，稳楼市需要因城

施策，精准施策。不是在一些城市市场出现了下行压力，所有

城市调控政策都需要调整。在一些热点城市，暂不具备放松

调控条件。如果一旦放松调控，有可能再度导致市场过热，投

机需求抬头，那么这些城市的调控就不应放松，仍应将有关调

控政策执行好。

稳楼市应避免引发新一轮投机行为。“房住不炒”的定位

不应也不会改变。当前出台调控措施应重在满足好刚需和改

善性需求。稳楼市不是要炒作房价，不能给炒房者大开方便

之门。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应科学确定土地和住房供应计划。

一些三四线城市和县城当前住宅供应量大于需求量。地方政

府应根据产业发展情况和人口发展趋势，科学确定新增住房

规模。同时，在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等方面寻找新的增

长点。

中 国 能 种

榴莲了！最近在海南省保亭、乐东等地，3 万

亩榴莲陆续开花，不久之后，国产榴莲将上

架销售。

海南是我国的热带省份，全省陆地面积

占全国热带土地的 42.5%，是冬季的“菜篮

子”和“果盘子”。

近年来，以热带水果为代表的海南特色

高效农业越来越“火”，已成为全国热带水果

基地、南繁育制种基地、渔业出口基地和天

然橡胶基地。海南农业向标准化、规模化、

产业化和高产量、高品质、高效益转型升级，

逐步实现农业综合效益最大化。

热带瓜果新品不断涌现

“桥头地瓜临高菜，琼中绿橙人人爱。

海口火山荔枝佳，乐东蜜瓜顶呱呱。”在海

南，一大批富有地方特色的农业品牌叫响。

长满刺的仙人掌浑身是宝，儋州市王五

镇东光村优泮村，总占地面积 1380 余亩的中

美墨（海南）仙人掌种植基地已见雏形。

“仙人掌兼具食用、果用、药用价值，其

多种成分具有抗炎、镇痛、降血糖等功效。”

中美墨（海南）仙人掌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

经 理 庄 丽 萍 对 仙 人 掌 的 功 能 功 效 十 分 看

好。据介绍，自 2015 年开始，该公司便组织

团队，请专业研发与技术人员远赴墨西哥、

美国亚利桑那州对仙人掌产业进行考察调

研，以挖掘优质品种资源。

不打药、不施肥，人工割草，在中美墨

（海南）仙人掌种植基地，技术细节把控严之

又严。庄丽萍告诉记者：“现在基地环境好

了，鸟儿也多了。常常能看到白鹭纷飞的场

景，鸟粪又转化为仙人掌的肥料。”

在海南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建设中，“特

色”二字越发明显，越来越多具有全球视野

和海南当地色彩的农业产品得到培育。

果肉颗粒像极了鱼子酱的手指柠檬，最

大品种可

达 30 斤一个

单果的红毛榴莲，

果肉可食用味道一流的太

平洋无核橄榄⋯⋯琼海海南盛大现代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行政副经理李圆说，他们创办

的“世界热带水果之窗”已从世界各地引进

400 余种名优热带水果，成功选育燕窝果、巧

克力布丁果等 150 多个特色品种，其中 50 个

优选品种开始产业化推广，种植面积达 1.5

万亩。“目前，园区有示范和试验性种植新品

种水果 20 万余株，年培育优良新品种苗木

500 万余株。手指柠檬的上市零售价每斤就

高达 300 多元。”

以调整结构、标准化改造、产业融合为

重点，海南省热带水果产业进一步提质增

效，在做精做优芒果、荔枝、菠萝、香蕉等大

宗水果的同时，大力发展莲雾、火龙果、龙

眼、木瓜等特色水果。冬季瓜菜已成为海南

省农业支柱性产业。

深海养殖“放牧”蓝色海疆

伴着海风，海南临高渔民郑明彬开船驶

向深海。半小时后，一口口铺满海面的巨型

养殖网箱映入眼帘，这里是亚洲最大的深海

网箱养殖基地。

郑明彬所在的海丰水产养殖发展有限

公司，拥有约 1000 口养殖网箱，全年产量超

过 1.2 万吨，产值约 5 亿元。

“海南的水产资源非常丰富，海洋面积

广阔，为深海网箱养殖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

保障。我们眼前的一口口网箱是国家的‘蓝

色粮仓’、百姓的‘蓝色银行’。”远眺网箱，海

丰水产养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黄达灵说。

宝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同样位于临高

县，是全球最大罗非鱼（海南鲷）生产企业。

“公司主要从事渔业种业研发和培育，目前

年产罗非鱼（海南鲷）鱼苗超过 10 亿尾，年产

值超 1.5 亿元。”该公司总经理杨忠告诉记

者 ，“ 海 南 全 省 收 集 鱼 类 等 标 本 近 300 种

5000 余份，鱼类分子样本 100 多种，而且这

里气候和水源水质，非常适合搞种业研发。”

无论是渔业养殖还是渔业育种，海南逐

步走向深海，打造“蓝色粮仓”。“中国有 18 亿

亩耕地，大概是 120 万平方公里，而南海水域

面积 350 万平方公里，其中可用于养殖的面

积远远超过 120 万平方公里。”中央政策研究

室原副主任郑新立认为，相应海域若充分利

用起来，其产生的优质蛋白可与 18 亿亩耕地

产出相媲美，且海洋养殖业的发展，可成为

未来 15 年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

为抓住机遇，海南省委、省政府引导渔

民往深海走，海南省专门成立深远海养殖工

作专班，申请中央渔业发展资金 3432 万元，

支持深远海养殖装备建造。近两年来新增

深水网箱养殖 820 口，累计达 12175 口，规模

排名全国第二。

海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资规、生态等部

门，出台用海要素保障系列政策，每户退捕、

退养渔民可免收 50 亩海域使用金。“十三五”

以来，海南省争取中央补贴资金 3.1 亿元、省

级配套 1.8 亿元，将 1209 艘小旧木质渔船更

新为钢质或玻璃钢渔船，为渔民们“造大船、

闯深海”提供保障。

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

在海口市国家高新区美安科技新城，一

家名为海南华研胶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企业可以将鱼骨鱼鳞变为胶原蛋白肽，价值

翻了六七倍。

“我们生产胶原蛋白肽的原料主要来自

于罗非鱼（海南鲷）的鱼鳞鱼皮鱼骨以及深

海鳕鱼的鱼皮等，海南具有资源优势。”海南

华研胶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郭红星

说，现年生产鱼胶原蛋白 4500 吨，产品远销

日本、韩国、美国、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

数十个国家，出口占比 80%以上，已发展成

为中国鱼胶原蛋白肽的知名品牌。

目前，海南华研产品已顺利切入食品、

化妆品、医疗等诸多领域。

郭红星告诉记者，海南市场上的罗非鱼

（海南鲷）鱼鳞鱼皮鱼骨已不能满足加工需

求，目前需要进口原材料，海南自贸港“零关

税、低税率”政策将大大降低生产成本，提升

企业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我们对未来

充满信心和期待”。

近年来，在自贸港政策的加持下，海南

围绕本地热带农产品，不断加大产品的开发

利用，提高产品附加值，推动热带农业更加

优质高效。

无氨乳胶枕、乳胶床垫、乳胶凉席⋯⋯记

者在海口市椰海大道天然乳胶寝具直营店内

看到琳琅满目的天然橡胶制品。销售人员介

绍，这些产品是由海胶集团加工生产的。

“最近天气转暖，我买了乳胶凉席，10 厘

米厚，售价 1200 多元，虽然价格高，但是无异

味、透气凉爽，躺在上面十分舒爽。”海口市

民潘桂英说。

近年来，国际胶价低迷，天然橡胶价格

从 2011 年的 4.2 万元/吨跌到目前的 1.3 万

元/吨。海胶集团主业一度处于亏损区间，

为改变颓势，公司提出了做大、做强、做精、

做优天然橡胶主业的战略思路，通过深加工

和延长产业链，提高天然橡胶的附加值。

目前，公司确立“大浓乳”战略，下属企

业爱德福分工厂借鉴国内外先进的自动流

水线技术，每条生产线可日生产枕头 3300

只，相关乳胶生活用品已进驻全国各地商店

及网上购物平台。

海南自贸港“零关税、低税率”政策的实

施，有效扩大农产品进口规模，为海南利用

国际原料发展“两头在外”的农产品加工创

造了条件，也将倒逼海南不断优化农业产业

结构，促进农业转型升级，加速农业生产要

素流动和集聚。

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何琼妹说，目前，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正稳步推进，给海南农

业产业带来新机遇。海南省将围绕做强做优

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突出种业引领，调整产业

结构，推进产业聚集，延伸产业链、构筑创新

链，努力打造全国热带现代农业基地。

最近，在浙江德清县阜溪街道龙胜村，水木蔬

菜工厂负责人阿尔法忙得不可开交。听说来自新

疆的他扎根浙江，种上了“数字瓜果”，大家都慕名

来取经。

走进水木蔬菜工厂，红彤彤的番茄密密麻麻、

交错爬满枝头，一旁工人正忙着操作自助施肥机，

对着电脑输入相关数据，调整和控制番茄生长的

各类指标。

“怎样才能种出好番茄？它需要一大堆变

量。当这些变量转化成可控的数字，就能将蔬菜

特性发挥出来。”阿尔法告诉记者，通过数字化精

密智控种出的薄皮沙瓤番茄，营养价值、微量元素

较普通品种提高不少，口感更佳。

德清水木蔬菜工厂是全国首个具备国家自

主知识产权的农业综合体，也是浙江省数字农业

工厂试点。记者看见，一间间透亮的大棚里，布

满各类传感器和摄像头，一束束根茎从装满椰糖

基质的小圆盘里攀爬而出。圆盘里插有一根滴

灌 管 ，将 根 据 传 感 数 据 和 电 脑 指 令 ，精 准 输 送

养分。

“有了传感器和摄像头，根据日照强弱，大棚

幕布可自动开合。湿度不够的话，自动水帘会加

湿，设备也会喷雾。”阿尔法边走边比划。在他看

来，传统农业“靠天吃饭”，而现代农业在数字赋能

下已实现对温、光、水、肥等生产要素的精准控制，

智能化种植成效愈发凸显。

通过改良现代设施农业技术，水木蔬菜工厂

打破传统种植季节性约束。番茄采摘期从两个月

提升至全年，40 亩地上的 1 万多株番茄，年产量高

达 125 万公斤，是传统品种产量的 10 倍。同时，依

托物联网等自动管控技术，工厂土地、水、肥料等

全部实现循环利用。

“园区内技术型新农人、劳务工人加起来只有

十来个，日常大部分工作由数控系统完成。”阿尔

法说，农业生产工业化、数字化运作，不仅节约开

支，促进农业增效，更能带动周边农民就业增收。

“根据番茄长势，给它修修叶子、剪剪花，然后

采摘熟果，其余都是电脑操控。”村民胡小平说，这

些挂在半空的番茄，一伸手就能抓到，采摘效率

高。“一天 8 小时，一年多挣好几万哩！”

数字赋能的利好不止于此。今年 2 月初，工

厂以这 3 万平方米高科技大棚作抵押，从当地农

业银行拿到 1800 万元贷款，首笔 700 万元资金已

到账，蔬菜工厂升级之路将更加平顺。“拿生产设

施抵押，对农业企业来说非常难得，现在的农村创

业环境越来越好。”阿尔法感叹。

种植业插上数字翅膀，养殖业也在加“数”前

行。大学毕业后，德清禹越镇的陈忠梁返乡从事

龟鳖养殖。随着规模逐渐扩大，如何打开销路成

了难题。当陈忠梁一筹莫展之际，2019 年，数字

乡村研究院启动“数字农创先锋（乡村网红）培育

计划”，从数字经济知识、创新思维、直播短视频系

统运营和供应链管理等方面培育数字农创人才。

他第一时间报名参加，经过系统培训，找到了破解

难题的思路。

陈忠梁联系禹越镇有关单位，与物流快递公

司、电商平台共同打造新型配送模式，加上直播销

售带动，龟鳖销量持续攀升。如今，陈忠梁的养殖

场年销售额已突破 700 万元。

作为全国县域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先进县，

德清持续推动数字信息技术与农村产业深度融

合，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在德清，数字成为

新农资，手机成为新农具，直播成为新农活。

近日，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墩尚镇一处渔光

互补光伏电站，电力工作人员正在检查设备运行情

况。近年来，该市积极推进新能源发电模式应用，

通过新能源发电装机容量的扩容，加快打造更加低

碳环保的能源供应体系。

耿玉和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