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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海南生态农场类型

种植型

畜禽养殖型

水产养殖型

种养结合型

海南12家国家级

生态农场空间分布

澄迈 1

儋州 1

临高 3

白沙 3

东方 1

乐东 1

三亚 2

海南30家省级

生态农场空间分布

海口 1

文昌 2

澄迈 3

临高 2

儋州 6

昌江 1

白沙 2

五指山 4

琼中 3

东方 2

乐东 3

三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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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过 电 脑
控制施肥、浇水，
实时监测农作物
生长情况；残次
果品就地加工成
有机菌肥后再次
回田；采用灭虫
灯、黏虫纸等物
理手段处理病虫
害……海南生态
农场方兴未艾，
每家农场里，“十
八般武艺”各显
神通，以营造一
个良性的生态
圈。

海 南 日 报
记者近日从省农
业农村厅了解
到，目前海南已
培育 12家国家
级生态农场、30
家省级生态农
场，它们起着示
范、引领海南农
业绿色低碳转型
发展的作用。

临高县波莲蜜柚生产基地也是我省
首批国家级生态农场之一，在这里，一群
蚯蚓成了最勤奋的“园艺工”。“通过蚯蚓
的地下活动及吞吐排粪，可以使板结的
土壤变得疏松多孔、通气透水，改善土壤
性能，让果树根系更加发达，促进作物增
产增收。”

海南福柚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柚子种
植基地负责人陈静介绍，基地通过施用蚯
蚓种苗，让大量繁殖的蚯蚓帮助完成中
耕、松土、除草、造肥、施肥等多道工序。

为了实现土壤的生态改良，基地还将
果树枝条、杂草经过粉碎、发酵回填至土壤
里，以提高土壤肥力；对于生产过程中产生
的有机废料、废水也进行发酵处理，作为肥
料添加剂；对于包装废弃物，则有专人集中
收集、集中处置，并交由供应商和厂家回
收，进行无害化处理。

在天地人公司的凤梨种植基地里，
也同样上演着“变废为宝”的好戏。在生
产过程中难免出现残次品，天地人公司
通过生物科技，把凤梨残次品加工成液
态有机生物肥，再利用滴灌微喷技术提
高水肥利用率，精准施肥。这样一来，不
仅避免了对残次品的浪费，节省了有机
肥成本，而且能改善土壤结构，提高土壤
肥力。

“公司成立20多年来，始终坚持生
态栽培、绿色循环、土壤养护、可持续发
展的核心理念。不仅在行业内率先使
用可降解地膜，实现凤梨种植无塑化，
还综合利用残次果等农业废弃物，生产
复合微生物菌肥，改善作物品质，减少
化肥、农药用量。”天地人公司董事长徐
咏梅说。

据了解，我省的国家级、省级生态农
场主要分为种植型、畜禽养殖型、水产养
殖型、种养结合型四大类，其中以种植型
生态农场居多。

“海南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丰富
的热带特色农产品资源，国家生态文明
试验区正在扎实推进，这些都为生态农
场加快建设打下坚实基础。”省农业生态

与资源保护总站农艺师、省生态
农场建设专家指导组秘书

长易伟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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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中下旬，在澄迈县福山镇华
雄村的千亩沃土上，原真生态休闲农
业公司所打造的“生态农场”里，2万
余株福橙果树已进入膨果期，长势喜
人的果实有些还压弯了枝条，待到今
年11月，果园里将是金黄一片。

“整个园区建设共投资8000余
万元，光是智能化设备及其配套基础
建设就花了近700万元，目前公司拥
有专利13项。”公司负责人王日钲
说，作为澄迈县福橙产业的龙头企业
之一，园区内的福橙种植正逐步实现
数字化、智能化的管理。

澄迈是海南老牌农业大县，在建
设生态农场和推进绿色发展方面，如
今“更绿色”“更生态”的观念已经深
入企业主的人心。

为了良“橙”美景

“以前福山地区几乎家家种植福
橙，按照旧有模式来浇水施肥，没办
法精细化做好水肥管理，过度使用化
肥农药后，土壤容易出现板结、病虫
害产生抗性等问题。”王日钲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说，2015年公司成立的
初始阶段，也曾用传统的种植方式，
但在随后的4年时间，福橙树的产量
和果品质量出现明显的下降。

为了让福橙的品质、产量逐步提
升，王日钲开始耍起“花招”。

“最重要的是土壤，底肥很重要，
也是转变的第一步。”王日钲直言，将
果园自身产出的秸秆粉碎回收沃堆，
再加入枯草芽孢杆菌、哈茨木霉配合
发酵用于施肥，有益菌会跟随有机肥
进入土壤，保障果品质量。

随着土壤的检测指标逐渐好转，
王日钲又琢磨起水肥一体化、虫情、
土壤墒情检测预警等事宜。

经过6年的不断尝试，这套“组
合拳”成效明显，人力成本和用药成
本均节省50%。

秸秆变成抢手宝贝

位于永发镇永丰村的澄迈润来
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仓库，今年
夏收时几乎全部收到了不少周边农
田的秸秆。

“秸秆经过粉碎熟化，和发酵过
的青储、酒糟配比后，做成优质饲料，
营养价值高，牛吃着不但上膘，还不
得病，大大提升肉牛质量。”合作社负
责人王成军说说，丰富的秸秆不但为
养殖好牛提供绿色、优质的好食源，
种粮、育牛的绿色再循环，又让当地
废弃秸秆的处理，变得利润可观。

秸秆的“生态账本”不止于此。
“成千上万条蚯蚓把废料吃进肚

子里，再排泄出来，就成为富含有机
质的有机肥。”王成军谈起秸秆的好
处，黑瘦的脸上总挂着笑，随着他掀
开土层，只见许多蚯蚓在黑色“土壤”
中扭来扭去。这些黑色“土壤”就是
粪污和秸秆的混合物。

“我们按照‘农作物秸秆30%+
人畜粪污70%’的比例混合，制作蚯
蚓饲料，饲料经过蚯蚓过腹后，生产
出蚯蚓粪，蚯蚓粪经过采收加工后形
成蚯蚓粪有机肥，即可还田利用。”

就这样，秸秆发酵成为牛的优质
饲料，或经过生物作用，又转化成稻
田和果园的生态养料——秸秆变成
了抢手的宝贝。

“生态牛床”是妙招

走进中兴镇福来村的海南慧牛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生态养殖示范区
内，牛舍里只闻到一股酸酸的青储饲
料味，并未有印象中的牛粪味，看不
到堆粪池，也无专人负责清理粪便。

传统方式养牛，粪便处理是一大
难题，处理不当不仅会引发牛群的疾
病，而且还会对养殖场周边环境带来
污染，臭气熏天，人也无法立足。

“我家牛卧的‘生态牛床’就是关
键，不仅能让牛‘住’着舒服些，直至
肉牛出栏均不需要人工清理排泄物，
实现排泄物‘零排放’。”该公司负责
人蔡於旭笑着指给记者看，原来他在
牛棚里铺垫了约20厘米厚的益生菌
发酵牛床。

牛床由混合木屑和生物菌种的益
生菌发酵而成，先深挖出牛床的基底，
铺设15厘米厚的混合木屑，播撒益生
菌，再铺上一层混合垫料，从而组成

“发酵床”的基础部分，最后每15天喷
洒一次益生菌，25天更换一次牛床，清
理出来的牛床发酵后可作有机肥。

“这样不仅可以保持牛居环境的干
燥和整洁，小牛在喝奶时不易感染细
菌，喝奶后不容易拉肚子身体更强壮，
不仅解决了养殖难题，也让牛肉的肉质
精瘦细嫩，口感更佳。”蔡於旭说。

农
业
大
县
澄
迈

绿
色
实
践
妙
招
多

■
海
南
日
报
记
者

高
懿

无人机、农业大数据系统、智能
水肥一体化、田间综合气象监测站、
绿色病虫害监测与防控……在海南
天地人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天地人公司）位于临高县的
种植基地里，各项高科技大显身手。

在基地的工作间，记者看到了
一套自动灌溉的操作系统。人坐在
屋子里，就能通过操控这套电脑系
统，给凤梨、火龙果等浇水灌溉。

“我们的生态农场均采用智能化
的水肥一体化系统，通过精准农业管
理系统，实现对土壤水肥管理的精准
控制，在保证植物生长需要的同时实
现节水、节肥，大大提升了水肥的利
用效率，减少了浪费和污染。”天地人
公司项目经理曲超介绍。

作为我省首批国家级生态农
场，天地人公司经营的多个生态农
场均建立了智能化现代农业生产管
理系统，通过与物联网技术等新科
技对接，将农业的技术和管理数字
化，实现了农场管理的智能化升级。

这位农场“大管家”到底有多智
慧？首先是“武艺高强”，除了办公流
程、农资库存查询、标签管理、巡耕管
理、用工管理，还具备气象站实时信息、
台风预报以及农事资料、农事培训等各
项功能，涵盖了农场生产管理全过程。

其次是“招式精准”——比如在
巡耕管理方面，农场里的每块地都
有定位及二维码标记，员工可按照
系统自动规划的最佳路线进行巡查
作业，在巡查点扫码填写作物生长
状态、病虫害情况、农事问题等，检
查员就可远程查看到巡耕数据，再
实地检查，及时处理生产问题。

此外，通过利用物联网实时监
测农场的投入、产出、产品品质、产
地环境等，为农场未来的种植规划、

生产管理、采收包装、市场
营销等提供数据与

分析支持。

6月，走进白沙五里路
有机茶园种植基地，翠绿
的茶树整齐地排列着，空
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茶香，
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茶
园负责人符小芳说，我们
的茶树坚持不施农药化
肥、不添任何化学药品等
绿色种植方式，让有机茶
园在每一个管护及生产环
节都名副其实。

海南的天气高温多雨，
六七月份雨水充沛，正是野
草茂盛、虫灾严重的时候，
不做好锄草防虫将对茶树
造成灭顶之灾，尤其是茶园
的天敌蓑蛾，一夜之间就能
把所有茶树“剃光头”。茶
树不用农药、化肥，怎么免
受虫害还长得好？

原来，茶园除了采用人
工除草，还通过生物和物理
的综合方法来防治害虫，在
茶园里头挂上大量太阳能
灭虫灯，田间立着诱虫板；
茶园周围种植咖啡树等作
物诱虫，再吸引鸟类捕食。

茶园里还种了不少柱
花草，“这些草能把整个地
表盖住，不仅可以减少水分
蒸发，给土地降温，还能释
放氮元素，辅助茶树生长。”
符小芳介绍道。

来过五里路茶园的客
人会发现，这里和普通茶园
有很大不同，因为这里不仅
在种茶，也是在平衡生态，
让动植物共享土地、气候，
和谐共生。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
了解到，海南将培育一批设
施装备先进、生态技术全
面、质量效益显著、辐射带
动有力的生态农场，争取到
2025年，按照农业农村部
年度任务指标推荐申报国
家级生态农场，着力培育
100家左右的省级生态农
场。

你见过“根抱石”吗？一颗
小小的种子落入石缝，依靠得天
独厚的生长环境，逐渐将根系深
扎土壤，汲取养分长成参天大
树。在海南热带雨林，类似的奇
观还有许多。毗邻热带雨林的
生态农场，以怎样的经营模式，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呢？

透过白沙黎族自治县上空的
层层云雾，俯瞰那个诞生于几十万
年前的陨石坑，一行行茶树依坡地
而生，连缀成一条条柔美的绿丝
线，蜿蜒勾勒出大地的迷人身姿。

“好的农产品都是好土地孕
育出来。”海南天然茶叶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曾繁敬一边察看茶
树的生长状态，一边感慨地说。
2016年，这家企业开始在陨石坑
内打造有机茶园，依靠此处独特
的陨石坑微域气候，生产出了享
誉国内外的“陨坑茶”，茶园2022
年已获评国家级生态农场。

“发展规模化的农业，一定
要调节土壤的水肥条件。但为
了生产出健康安全的好茶叶，我
们坚持百分之百地使用有机
肥。”曾繁敬称，为了让茶树充分
吸收营养，他们让土地先吃上了

“大餐”——精选来自呼伦贝尔
大草原的羊粪，有机无污染的豆
粕、花生饼和来自深海的鱼虾，
这些原材料经过充分发酵、腐
熟，施放到茶园中，能增加土壤
有机质含量，促进土壤微生物繁
育，保证土壤良好的生态环境。

好的土壤要靠人的精心“喂
养”。为生产出绿色、有机农产
品，海南中部不少生态农场普遍
先让土地吃上“营养餐”。

如白沙五里路有机茶园通
过蚯蚓养殖获取速效肥，能对土
壤进行改良；五指山市水满乡的
椰仙生物科技公司，多年来探索
出一套“林茶互养”“草茶共生”
的种植理念，即利用原生林木遮
蔽烈日，呵护耐阴、喜温、喜湿的
茶树，人工除草时保留地面的豆
科、姜科植物，利用它们固氮、除
虫；位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红
毛镇的海南丰和农业公司四季
采摘研学基地，通过插入土壤的
传感器，对土壤的水分、温度以
及导电率等实施连续监测……

除了改良土壤，给作物找到
“好邻居”也很重要。

农业绝不只向土地要效
益。“我们还需要利用物种的协
同，以及自然的循环。”曾繁敬
说，天然茶叶公司的有机茶园还
在四周和茶树中间种槟榔、椰
子、桂花等植物，散养鸡鸭鹅等
家禽，利用生物多样性达到防虫
害的效果。至于茶园里的杂草，
自然会与茶树争肥争水争空间，
天然茶叶公司将它们割下来覆
盖在树根附近，自然沤肥，杂草
便成了茶树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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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近日，，海南的国家级生态农场增加到了海南的国家级生态农场增加到了1212家家，，省级的也已有省级的也已有3030家家。。
生态农场是依据生态学原理生态农场是依据生态学原理，，遵循整体遵循整体、、协调协调、、循环循环、、再生再生、、多样原则多样原则，，通过整体设计和合理建设通过整体设计和合理建设，，获得最获得最

大可持续产量大可持续产量，，同时实现资源匹配同时实现资源匹配、、环境友好环境友好、、食品安全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食品安全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
海南的生态农场有何特点海南的生态农场有何特点？？如何因地制宜地实现产业经济与自然环境的友好相处而又节约资源如何因地制宜地实现产业经济与自然环境的友好相处而又节约资源？？

白沙五里路有机茶园白沙五里路有机茶园。。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天地人农业公司凤梨种植基地
里的自动气象站。 受访者供图

白沙五里路有机茶园培育的蚯蚓菌包。
海南日报记者 李天平 摄

海南天地人生态农业公司国家级生态农场凤梨种植基地海南天地人生态农业公司国家级生态农场凤梨种植基地。。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