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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9 新海垦

海垦东路送荔枝管理技术
到田间地头

本报文城10月24日电（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邓钰 通讯员黄闻涛）连日来，文昌市东路镇，海南农
垦东路农场公司（以下简称海垦东路）在旗下标准化
荔枝基地开展荔枝生产管理实用技术培训班，吸引
了多个生产队的职工群众和周边村民前来学习。

海垦东路周边荔枝种植面积达1.5万亩，该公司
自有荔枝种植面积达2000余亩。荔枝是该公司“一
场一品”的主要产业，也是辖区职工群众的主要支柱
产业。前期受超强台风“摩羯”影响，荔枝树遭受不同
程度损害，对来年收成造成较大影响。如何加强管
护、扭转荔枝颓势，成为职工群众当前面临的难题。

培训班邀请了两位农业技术人员到田间地
头，面对面给农户讲解荔枝管护知识，“零距离”服
务农业生产。他们以课件演示和现场实操等方
式，分别围绕荔枝抽穗、控梢促花、病虫害防治、水
肥管理等方面管理知识进行了深入浅出地讲解，
并现场对大家提出的问题进行释疑解惑。

为做好本次培训，海垦东路工会提前联系专
业农业培训学校，策划了农作物管护、品牌建设、
市场营销等方面课程，以理论、实操、观摩的方式，
安排了为期五天的培训班课程，旨在进一步提升
辖区职工居民的种植管理水平，减少台风“摩羯”
给种植业生产造成的损失，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海垦集团与白沙
垦地共建茶产业

本报讯（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邓钰 通讯员
熊凌浩）10月22日，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集团）与白沙黎族自治县在
海口举行座谈，双方围绕产业发展、项目建设、民
生改善、耕地保护、土地管理等方面进行深入交
流，推动垦地融合高质量发展。

海垦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海垦集团
与各市县政府合作更加紧密，希望白沙继续支持
海垦辖区企业发展，依托当地资源禀赋，以茶产业
为抓手，扩大种植面积，延伸茶产业链条，同时不
断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深化苗木、林下经济、全
域土地综合整治等领域的合作，加快培育发展新
质生产力，推动产业振兴取得新成效。

白沙相关负责人表示，白沙愿进一步深化与
海垦集团的合作交流，时时畅通双方沟通解决问
题的渠道，加快解决垦地融合发展中的堵点难点
问题，以更加有力的举措推动垦地资源共享、优势
互补、互利共赢。

农业农村部公布智慧农业建设典型案例

海南橡胶智慧收购大数据
平台解决方案入选

本报讯（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邓钰）近日，农
业农村部信息中心公布了2024年智慧农业建设
典型案例，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海南橡胶）的《海南橡胶智慧收购大数
据平台解决方案》成功入选。

2019年，为解决天然橡胶传统收购方式的痛
点，海南橡胶自主研发橡胶智慧收购平台系统，研
发蓝牙电子秤、干含仪、一体机等智能化收胶设
备，并向基层推广应用，实现数据自动传输，让橡
胶收购更高效、更透明。

同时，海南橡胶依托该平台，构建天然橡胶产业
大数据，借助科技和金融的力量，先后开展橡胶“保
险+期货”服务、橡胶价格收入保险服务及“期权稳产
行动”业务，为胶农抵御市场风险，保障稳定收入。

目前，该平台逐步推广至全省16个市县，注册
收胶站点3200余个、胶农23万余人，通过平台累计
理赔总额6.78亿元，惠及胶农人数超19万，已逐步
成为连接政府、企业、产业扶持力量的重要枢纽，有
效提升胶农割胶积极性，助力橡胶产业健康发展。

海垦集团工会开展
海垦产品普惠职工活动

本报讯（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邓钰 通讯员梁
浏 黄舒）近日，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工会在海口举行2024年第二场海垦产品普惠
职工活动，展销12家单位的98款产品，提高海南
农垦产品曝光度。

据了解，此次展销的产品包括海垦集团旗下
橡胶、热作、果蔬、草畜等产业板块以及多个农产
公司的特色农副产品，其中包括茶叶、咖啡、热带
水果雪糕等热带风味产品以及平菇、秀珍菇、猪肚
菇等鲜食产品，受到了来往职工、市民的认可。

与此同时，海垦集团工会还在活动现场积极
推广“海垦集团线上商城”，引导大家注册使用，增
加分销渠道的曝光度和销售量，逐步扩大海垦品
牌的市场影响力。

海垦3个光伏发电项目
并网发电

本报讯（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邓钰 通讯员
赵磊）10月24日，由海南农垦自然资源开发集团
有限公司下属海南农垦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海垦新能源公司）投资开发建设的3个分布式
光伏项目顺利并网发电。

据了解，海垦新能源公司在2023年至2024
年间开发建设了一批分布式光伏项目，总装机容
量约17.14兆瓦，总投资8131.5万元。这批分布
式光伏项目分布于澄迈、临高、白沙、万宁等市县
的海垦企业养猪场、肉牛繁育场、和牛养殖场、食
用菌种植基地等多种类型场所，充分利用现有种
植大棚、饲养大棚等闲置的屋面空间资源，实现清
洁能源生产与传统种植养殖产业巧妙结合。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邓钰

一亩橡胶林，能带来几份收入？
头顶上，橡胶林修长挺拔，枝叶葳

蕤；脚底下，宽广的树间距为香蕉、益
智等作物提供栖息空间。

近日，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集团）与中国
热带农业科学院橡胶研究所（以下简
称热科院橡胶所）在儋州开展深入交
流，以走胶园、看业态、共研讨等模式，
为橡胶林下产业把脉问诊，共促海南
橡胶园复合农林业发展。

遍布全岛的广袤橡胶林，是海南农
垦重要的产业资源。近年来，围绕“橡
胶林地利用率待提升”这一难题，海垦
集团广泛开展调研，摸清家底，并因地
制宜探索“橡胶林+益智”“橡胶林+广地
龙”等多种立体种养模式，力求破解制
约橡胶林下经济发展的堵点。

“目前，我们聚焦垦地林下经济协
同发展，发挥引领示范带头作用，大
力发展林下经济，着力提升橡胶产业
抗风险能力和产业价值。”海垦集团相
关负责人在交流会上表示，希望能学
习热科院橡胶所在橡胶农林复合模式

等方面先进经验，共同探讨通过打造
新型复合生态种植模式。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了解到，热
科院橡胶所针对橡胶农林复合系统的
模式、分布、产量和潜在效益开展深入
研究。目前，初具规模的橡胶农林复
合模式主要有“橡胶-香蕉”“橡胶-菠
萝”“橡胶-木薯”“橡胶-益智”“橡
胶-斑兰”等10余种类型，在我省17
个市县和云南省10个市县都有相应
发展，总种植面积约有120万亩。

科企对话，深入的研究经验，遇上
广阔的实践土壤。热科院相关负责人

表示，海垦集团旗下优越的天然橡胶
生产基地，将成为探索和丰富橡胶农
林复合系统的绝佳实践平台，林下经
济发展广阔。依托科研院所的技术、
人才等优势，双方可以市场为导向，加
强科技创新服务，因地制宜推行良种
良法等关键技术的集成示范和推广，
共同推动林下经济“点绿成金”，赋能
天然橡胶产业高质量发展。

以此次交流为契机，海垦集团希
望与热科院橡胶所在林下经济方面加
强经验互鉴，依托各自资源优势，走出
橡胶林“一地多产”发展新路子，优化

产业结构和区域布局，并推广成熟经
验，进一步推动提高胶园产出，促进企
业增效、农民增收。

未来，双方希望能结合海南垦区
实际，因地制宜探索开展橡胶林下全
周期间种发展模式和运营方式，培育
中试基地，加快增量扩产，强化科技支
撑，在科学实验和产业实践中切实解
决“种哪里”“种什么”“怎么种”“谁来
种”等问题，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实现
优势互补、发展互促，共同推动天然橡
胶产业可持续发展。

（本报那大10月24日电）

海垦集团与热科院橡胶所将共同推进橡胶园复合农林业发展

林间立体种植 实现“一地多收”

10月24日，三亚
市崖州区育种基地
上，伴随着阵阵机械
声，犁地机、旋耕机等
施工机械来回穿梭，
深层的土壤被翻起，
晾晒于阳光下。

虽然科研育种的
“候鸟”们还未到达，
崖州的南繁育种基地
上却已热闹起来。海
南农垦南繁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海垦南繁）组织农机
手，忙碌地整地备耕，
让土壤在播种前达到
“平、墟、润、湿、温”的
播种条件。

这是海垦南繁依
托种业CRO（注：合
同服务外包）模式科
研院所的具体举措之
一。近年来，该集团
多措并举探索和完善
南繁服务体系，一方
面通过加快推进南繁
产业创新服务平台建
设项目，配套、完善生
物育种专区运营管理
设施条件逐步规范集
团科研用地管理和南
繁服务水平，另一方
面，探索“企业+农户”
农机整合等多元模
式，整合服务资源，让
CRO 模式实现高效
率和高标准的双赢。

三亚市崖州区，南繁基地里，伴随着
机器轰隆声，郁郁葱葱的田菁在农用拖
拉机的压、碎、翻、埋、耕一气呵成下，为
土地注入新肥力。

连日来，海垦南繁旗下海南南繁种
子基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种子公司）组
织农机队伍开展南繁基地地力提升工
作，为即将前来育种的科研机构提供肥
沃的土地。

在崖州的南繁基地，农机“铁马”已
成为现代农业的标配。整地、备耕、播
种、喷防、收割……田间乡野，一辆辆拖
拉机、收割机、旋耕机、起垄机，来回穿梭
作业，各式各样颜值高、气质足、功能全
的农具活跃在田间地头。

近年来，种子公司在开展种业CRO
服务的同时，通过完善设施、加强培训、
拓展人员和加强制度建设等多举措，以

“企业+农户+农机业务”的模式逐渐整
合起一支专业化的农机队伍，不断提升
田间服务水平。

“我们通过多年经验，总结出田间服
务痛点，对症下药，创新模式提出解决方
案。”种子公司负责人钟建海介绍，此前，
农机服务现代化水平待提升、农机专业
技术人员存在一定缺口等难点，一度阻
碍田间服务专业化提升。

具体而言，一方面，南繁季用工密
集，农机专业技术人员存在一定缺口，
然而部分个体农户缺乏专业训练，难以
完全胜任科研育种单位的田间服务需
求，造成人力和农机资源浪费。另一方
面，若企业单纯为了南繁季采购大量设
备，雇佣大量农机技术人员，成本极高，
难以持续。

为此，种子公司探索“注册制”，以
“企业+农户+农机业务”模式，在完善自
有队伍建设的同时，吸纳周边个体农机
技术人员，为他们提供专业培训，并制定
作业标准和验收机制，多措并举逐渐整
合起一支专业化的农机队伍。

“同时，我们增配了带有北斗定位系
统的高精度压缩起垄机等设施，进一步
提升了作业的精度。”种子公司机耕部工
作人员李涛介绍，借助现代化的起垄机，
能精准控制垄面的宽度、高度、平整度以
及间隔等，更好适应于育种单位需求。

下一步，种子公司还将根据育种单
位需求，增配“飞防”无人机等各类智慧
化农机。

近年来，随着南繁育种科研专业分
工不断优化，分工越来越详细。作为现
代种业发展产业链中的新业态，种业
CRO模式内容也越来越多样化，包括田
间鉴定、基因测序、大数据分析等环节。

育种新模式打通种业产业链，提高
育种效率。在此过程中，海垦南繁注重
服务的标准化和个性化双向提升。

“去不去穗，施不施肥，何时施肥
……都可根据育种单位需求定制。”日
前，国家南繁生物育种专区项目（一期）
现场，海垦南繁集团相关项目负责人介
绍，近年来，该企业持续探索全产业链南
繁服务CRO模式，向各育种单位和相关
科研单位提供育制种全过程、成果转化、
后勤保障等多种服务。

“除了田间服务，我们还为育种单位
和相关科研单位代繁种子，让他们不用
频繁往返海南。”该项目负责人表示。

围绕种业CRO模式，海垦南繁集团
进一步强化南繁科研育种土地租赁、农
机农资以及物业、酒店、会务服务等综合
服务能力，探索开展“耕、种、管、收、储、
运、销”全流程保姆式服务。

此外，该集团依托数智化建设，垦地
联动加快建设南繁产业创新服务平台，
打造南繁综合创新服务系统、智慧农田
系统、科研信息系统等，建设数智南繁，
让生产要素对接更为顺畅。

当前，随着育种技术迭代升级、平台
设备不断推陈出新，南繁种业CRO产业
还在持续新增技术应用场景。

今年3月，海垦南繁下属的海南省
农垦科学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
垦科学院公司）与河南大学三亚研究院
联合建设的玉米单倍体倍性育种平台，
校企合作培育种业新质生产力，加快构
建南繁“育繁推服”全产业链条。

“客户提供材料或亲本，我们负责种
植、授粉、单倍体诱导、加倍、移栽、田间
管理等工作……”海垦科学院公司相关
负责人介绍，该育种平台可依托成熟的
单倍体生产、诱导技术体系，向各合作育
种单位提供专业、高效、便捷的单倍体生
产托管式服务，让育种者实现扩繁鉴定
与测配同时进行。

服务提质，海垦南繁持续提升种业
能力建设，进一步提升种业CRO服务
水平和服务形式，助力科研人员推出更
多成果。

目前根据外包环节的不
同，种业CRO模式大体可分为
种植、技术、平台三类合作模
式，其中种植服务便是上述仅
帮助客户完成育种种植工作的
形式，而技术类服务，便是基于
不同南繁基地的作物特色及科
研资源，帮助客户直接一站式
选育出目标性状的作物。

海垦正在“全链”发力，多
角度完善南繁服务体系，一方
面加快推进南繁产业创新服
务平台建设项目，配套、完善
生物育种专区运营管理设施
条件，另一方面逐步规范科研
用地管理和南繁服务水平，多
元化探索CRO服务模式，为
入驻科研单位提供优质的用
地保障服务。

海垦南繁相关负责人介
绍，目前，该集团还在建立以包
含南繁服务为主要内容的售后
服务体系。通过直播、录播等
方式提供线上新品种栽培技
术、病虫害防治、植物营养等培
训，通过经销商提供线下培训
服务，进一步推进CRO服务全
链条优化，让专业化与规模化
同步增长。

（本报三亚10月2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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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4日，位于三亚的南繁生物育种区，海南南繁种子基地有限公司的工作
人员在进行机耕作业。

⬅ 有关单位为南繁单位科研用地提供农机服务。 本版图片均由海南日报全媒体中心记者 袁琛 摄

机耕作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