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月春光明媚，梨树县藤香园农场的温室大棚内暖意融融。

一片翠绿的西红柿植株间，熊蜂正穿梭于淡黄色花蕊中，为青翠

的幼果授粉“护航”。今年，农场引进了吉林省养蜂科学研究所的

熊蜂授粉技术，取代传统人工授粉模式，为设施农业提质增效按

下“加速键”。

记者在现场看到，一米多高的西红柿植株整齐排列，枝叶间

缀满大小不一的青果。“往年这时候，人工授粉要赶早摸黑，一朵

花一朵花点药，费时费力还容易伤苗。”农场技术人员向记者介

绍，今年改用雄蜂后，省了八成人工，蜂群活跃度比预想还高，每

株花蕊基本都能覆盖到位。

“西红柿在种植过程中，人工授粉或自然授粉方式往往存在

授粉不均匀、效率低下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其产量与品质。而熊

蜂授粉技术的引入则有效解决了这一难题。”四平现代农业科学

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兽医师吕育芝说，熊蜂作为自然界中优

秀的授粉者，其高效的授粉能力和精准的授粉方式，使得西红柿

植株能够充分受精，果实饱满、色泽鲜艳，口感更佳。

四平现代农业科学院院长杜欣告诉记者，他们连续三年与

吉林省养蜂科学研究所合作，推广熊蜂授粉技术，熊蜂授粉技术

不仅提高了西红柿的产量，更重要的是，它有助于提升西红柿的

内在品质，如增加果实的糖度、酸度等营养成分，促进西红柿更

加符合现代消费者的健康需求。此外，这项技术的应用还减少

了化学农药的使用，降低了农业生产对环境的污染，实现了绿色

生态种植。熊蜂授粉的西红柿无需人工干预生长周期，自然成

熟的果实茄红素含量更高，消费者买到的不仅是蔬菜，更是可溯

源的安心。

如今，藤香园农场的熊蜂授粉技术已初见成效。通过精准授

粉与生态管理的结合，农场不仅节省了80%的人工成本，还实现了

西红柿亩产的提升。这一绿色农业模式将逐步推广至周边设施

农业园区，通过科技赋能推动传统种植向高效、可持续方向转型，

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熊蜂“上岗”——

西红柿也可以这样种
本报记者 王春胜

当前正值苹果树生长

和春季管护的关键时期，

连日来，在集安市太王镇

各产业基地、果园、果蔬大

棚，果农们正抢抓时令，忙

着对苹果树进行春剪、搭

网，对蓝莓进行松土、补

苗、施肥等，掀起了春季果

园管护热潮，为全年丰产

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在太王镇钱湾村的千

亩苹果种植基地里，有着

丰富经验的果农手持修枝

剪、锯子，在果树间灵活穿

梭，剪刀清脆的“咔嚓”声

此起彼伏，剪刀起落间，原

本杂乱的树冠逐渐变得疏

密有致，枝条舒展如伞，阳

光透过枝叶的缝隙倾洒而

下，一棵经过“美容整形”

后的苹果树就跃然眼前。

“春季果园剪枝管护

主要是通过修剪干枯枝、

伤残枝、病虫枝和过密枝

的枝条，留下营养枝，增加

树体通风透光性，减少病

虫害的发生，确保果树正

常萌芽开花，多挂果、挂好

果，夺取丰收。”太王镇钱

湾村党支部书记杨安强

说。

近年来，太王镇钱湾

村依托水果种植产业优

势，积极探索形成“果·宿”

品牌，打造了一批集住宿、

采摘、休闲旅游于一体的乡村旅游项目，夯实了强

村富民的基础，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勃勃生机。果

园春日管护奠定了水果种植产业丰产丰收的良好

基础，也为农旅融合质效提升焕新了春日活力。

太王镇上解放村日光大棚内的蓝莓基地也正

式迎来春季管护期。“土一定要挖蓬松，要把蓝莓

苗的根系散开，土要将原本的营养土盖住一个手

指头厚。”上解放村日光大棚蓝莓种植基地里，技

术人员正在传授蓝莓春管要领。村民们穿梭在蓝

莓树苗间，正忙着补苗、施肥、浇水，做好春季蓝莓

田间管理每一道工序，为接下来蓝莓果树长势好、

挂果多打下坚实基础。一眼望去，部分蓝莓树苗

趁着通风的间隙，在春风的吹拂下已经长出新芽

和花蕾，长势十分喜人，尽显蓬勃生机。

近年来，太王镇上解放村依托优越的生态环

境，将发展特色农业作为壮大集体经济的关键举

措。在村里打造了两栋观光采摘型日光温室大

棚，并专注于培育茉莉香、辽峰葡萄、莱克西蓝莓

等特色品种。其中，莱克西蓝莓已种植770株，覆

盖面积达到1440平方米，预计今年7月可实现开

园采摘，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上解

放村将不断丰富“露营住宿+观光采摘+庭院经济”

等农文旅发展全链条。

太王镇高台子村种植五味子1400余亩，村里

种植五味子的历史已有30年，当前正是五味子田

间管护的重要时期，为了抢抓农时，每天到地里干

活的农户达50余人，按照除草、补苗、修剪、施肥、

搭架压茬推进管护工作，确保五味子持续实现增

产增收。

高台子村党支部书记罗玉伟介绍，“五味子全

身都是宝，药用价值很高，果实可作药用，也可当

水果食用。我们村种植五味子有30年之久，始终

坚持传统耕种、生态种植，产品绿色健康。”高台子

村还建设了五味子烘干厂，为种植户提供五味子

储备加工、科技烘干、品牌营销等服务。同时积极

探索电商平台助农直播形式，让优质农产品搭上

“网络快车”，为推动镇域经济发展贡献力量，奋力

书写乡村振兴“三产融合”的精彩篇章。

为确保春耕生产顺利进行，太王镇党委、政府

加强组织领导，强化服务保障，开展“科技培训助

力春耕”培训活动，提升农户种植水平和知识储

备，助推全镇农业产业高质高效发展；加强农资市

场监管，严厉打击销售假冒伪劣农资行为，确保农

民用上放心农资；检修各类农机具、提高生产效

率；全面排查和维修灌溉渠道、水闸等水利设施，

为春耕春灌提供有力保障。全力以赴抓好春耕备

耕工作，确保全年粮食生产稳定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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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道地的人参饮料，浆韵悠长的蓝莓果

汁，馅料新奇的参香豆包……3月30日，散发浓

烈“吉味”的农产品在国家级科技小院——荣发

农业观光园的展台上“翘首以盼”。此刻，一场

直面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的交流会正如火如荼地

进行着。

企业出题、政府搭台、科研院所支撑，思想

碰撞、资源聚合、多方发力，能否助力产业破局，

让吉林特色农业吸睛又“吸金”？

破局

谁来打通“最后一公里”

拥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却无法打造具有特

色的农产品；拥有特色农产品，却无法产生品牌

溢价，甚至没有完善的销售渠道。特色农业发

展仍受困于“资源分散”与“产业链条短而不强”

的双重矛盾。

如何破局？3月30日，吉林省科技赋能特

色农业高质量发展交流会举行。吉林省现代农

业发展妇女促进会、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

专家服务团，聚集省内科研院所及高校专家学

者，协会、学会负责人，农业龙头企业代表、合作

社负责人、创业者等，在荣发农业观光园“共谋

农兴”。

“在特色农业领域，单打独斗的发展模式

很难应对市场变化和需求。企业只有通过紧

密合作，整合各方资源，才能实现优势互补，提

升整体竞争力。”吉林省现代农业发展妇女促

进会会长、吉林省荣发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长孙亚鹃表示，整合资源、探寻出路，正是

吉林省现代农业发展妇女促进会与吉林省科

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共同主办本次

“2025年吉林省科技赋能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

交流会”的初衷。

交流会上，“荣发农业”分别与吉林省无抗

养殖技术协会、吉林省环球国旅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

荣发农业观光园位于长春市宽城区兰家

镇，占地约40万平方米，是集果蔬采摘、教学科

研、科普教育、旅游观光、种苗培育、深加工与配

送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生态农业园区。每天来

采摘和游玩的消费者络绎不绝。

“荣发”与“国旅”合作后，将继续深挖文

旅新卖点，打造文旅新项目，让荣发农业观光

园流量更大，“留量”更足。而无抗养殖技术

协会的加入，不仅为“荣发”发展绿色农业提

供支撑，同时，“荣发”也将为“无抗协会”会员

单位提供更多的销售端口和渠道，发挥窗口

作用。

重塑

“文创+”能否激活“沉睡基因”

“农业不止于生产，体验与品牌才是增值核

心。”当吉林省爱未来文创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王丹从文创角度重新解读特色农业时，隋佳

妤微笑着点了点头。

隋佳妤创始的农业品牌“于小肥”，成为粮

食行业的“爆款”。丰满的唐朝美女IP，让“于小

肥”大米，深受年轻人喜欢。网络“出圈”后，隋

佳妤趁热打铁将销售渠道由“线上”变为“线下

﹢线上”。以国潮风为特点的“于小肥”，在欧亚

各大商场亮相。

隋佳妤深谙唤醒“文化基因”对发展品牌农业的

重要性，也深切地体验到文创对农业的巨大推动。

一拍即合！吉林省爱未来文创集团有限公

司与吉林省于小肥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现场签订

协议，共同探索以文创赋能农业品牌之路。

然而，这仅仅是个开始。特色农业如何从

“卖原料”转向“卖标准”“卖文化”“卖体验”，是

个复杂的课题。

吉林省妇女联合会发展部部长耿默表示，

吉林省特色农业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巨大。而

举办本次交流活动，主要就是为了搭建了一个

开放、共享、合作的交流平台，唤醒各方资源，探

讨推动我省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新

模式，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

化贡献力量。

升级

传统农业如何长出“科技翅膀”

科研院所如何助力特色农业发展？企业如

何做好科技赋能大文章？走进荣发农业观光园

的温室大棚，一簇簇草莓果实鲜红欲滴。

“尝尝，没有农药，味道特别好！”“荣发农

业”副总经理张超楠向大家介绍，这些草莓从选

种、育苗到整地、花果管理、病虫害防治，每一个

环节的背后，都凝结着科研人的汗水。

荣发农业观光园是吉林农业大学教学实习

基地，农业专家王连君在此指导多位硕士研究

生完成了毕业论文。他们将实验数据变成理

论，再以理论进一步指导实践，不仅推动了草莓

产业发展，带动周边农户致富，也培养了一批又

一批的农业科技人才。

“我们建立了城乡互助模式，用生态化的农产

品把农户、平台、消费者紧密地连在一起……”吉

林省乡村振兴研究院研究员孙策分享了近年来探

索的生态化特色化的农业发展模式。接着，长春

市畜牧总站站长解殿玉围绕畜牧业发展战略解读

了特色养殖干什么、怎么干，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

研究所相关专家带来了新品种、新加工技术等。

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与众

多企业家、创业者建立紧密联系，针对不同问题

和需求，匹配相关专家解读和指导，为特色农业

插上科技的翅膀。

（本栏图片均为本报记者孙翠翠摄）

吉林特色农业，如何吸睛又“吸金”
本报记者 孙翠翠

本报讯（记者王春胜）近年来，在以

产业发展带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德惠

市夏家店街道四青咀村始终坚持以党建

为引领，以香瓜产业发展为核心，积极探

索党建引领产业兴旺之路，因地制宜推

动乡村振兴，实现农民持续增收。

记者在四青咀村张春友家庭农场看

到，村党支部书记刘向阳和张春友家庭

农场负责人侯国凤正一起察看香瓜苗的

长势。据了解，四青咀村正在推进党支

部领办合作社，大力发展香瓜产业，如今

已经由当初的两户发展到10余户，种植

面积达到了100亩，实现产业发展和群

众增收致富双赢。

几年来，围绕“一村一品，产业一户一

经济”发展目标，四青咀村积极探索党支

部领办合作社，大力发展庭院经济等增收

途径。有效整合分散资金和劳动力、土地

和市场，积极推进并培育香瓜产业，通过

与群众面对面交流算“经济账”，充分调动

大家的积极性、主动性、参与性。将党支

部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成发展优

势，推动产业发展、集体增收、农户获益。

侯国凤介绍说，在大棚种植方面，村“两

委”非常支持，大家的干劲更足了。

“下一步，我们要逐步做大香瓜产

业，带动更多农民致富。”刘向阳告诉记

者，通过有经验的种植户带动新农户，如

今香瓜产业风生水起，香瓜产业成为农

民增收的新路径。

香瓜种出“甜日子”

本报讯（记者冯超）近年来，白山市

靖宇县花园口镇前进村立足本地资源优

势，积极探索特色产业发展之路，将榆黄

蘑大棚种植作为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农

民增收的重要举措，取得了显著成效。

前进村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土壤肥沃、气候适宜，为榆黄蘑的生长提

供了理想的环境。为了进一步提高榆黄

蘑的产量和品质，前进村积极引进先进

的种植技术和管理经验。村民们自发参

加学习，积极提高榆黄蘑的产量，引用多

种不同的菌种参加实验。此外，村民们

相互帮助，轮流去卖货、送货。在种植过

程中，村民们严格遵循绿色、环保的理

念，采用有机肥料和生物防治方法，确保

榆黄蘑的品质安全。

目前，前进村拥有榆黄蘑大棚 16

栋。榆黄蘑产业的发展，为前进村带来

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一方面，村民

们通过种植榆黄蘑，实现了增收致富。

参与榆黄蘑种植的农户年均收入比以往

大幅增加，榆黄蘑的发展还让村民们实

现了在“家门口”就业。

为进一步推动榆黄蘑大棚产业的可

持续发展，前进村将继续加大科技投入，

不断优化种植技术和管理模式，提高榆黄

蘑的产量和品质。但是榆黄蘑易碎，且无

法向外地投放，没法更好地打开市场让更

多人了解到榆黄蘑这一问题还未解决。

此外，他们还将积极探索产业融合发展之

路，将榆黄蘑大棚种植与乡村旅游、休闲

采摘等相结合，打造多元化的产业发展格

局，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大动力。

榆黄蘑撑起“致富伞”

参加吉林省科技赋能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交流会的与会人员前往荣发农业观光园的温室大棚

参观游览。

在吉林省科技赋能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交流会上，研究员孙策分享了新探索的生态化特色化

农业发展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