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气温回升， “旅居” 在辽宁省盘锦市辽东湾海域的西太平洋
斑海豹进入活跃期。 辽东湾海域位于中国海域结冰区最北端， 是西太
平洋斑海豹世界上八个繁殖区中最南端的一个。 作为唯一能在我国海
域内繁殖的鳍足类海洋哺乳动物， 西太平洋斑海豹被列为国家一级保
护野生动物。 近年来，盘锦市开展“退养还湿”工作，恢复滨海湿地8.59
万亩，新增自然岸线17.6公里，为每年洄游的西太平洋斑海豹创造了良
好的繁殖和栖息环境。据统计， “旅居” 辽东湾的西太平洋斑海豹数量
呈逐年上升趋势。 预计今年数量较去年还将有20%左右的增加。 图为
西太平洋斑海豹在辽宁盘锦三道沟海域的滩涂上休息。 新华社发

近些年来， 我国 “菜篮子”
产品需求提升， 而水土资源日趋
紧张。 《全国现代设施农业建设
规划 （2023—2030年 ） 》 提出 ，
在保护生态和不增加用水总量前
提下 ， 合理利用各种非耕地资
源， 科学利用戈壁、 沙漠等发展
设施农业。 如何实现这个目标？
面临哪些瓶颈？ 怎样发挥科技力
量？ 记者就此进行采访。

戈壁沙漠设施农业仍面
临瓶颈

正是春季农业生产忙碌时
候 ， 在新疆墨玉县一片戈壁地
带， 一家农业公司的260栋大棚
种植着西红柿、 辣椒、 茄子、 西
葫芦等蔬菜 ， 年产量可达1.3万
吨， 销售额超过6500万元。

公司有关负责人王永生介
绍， 在戈壁地区发展设施农业不
容易。“刚开始种茄子， 只开花不
结果，后来虽然结果但长得不好，
往地上一摔硬得像皮球。 我们反
复琢磨是温度问题，通过完善‘双
拱双膜+砖混’结构、进一步做好
保温， 现在冬天进棚水汽都会凝

在眼镜上，蔬菜长得好多了。”
近日在2024中国·和田戈壁

沙漠设施农业科技创新学术交流
暨中国农业科学院重大科技任务
启动会上， 中国工程院院士喻景
权在视频发言中表示， 发展西北
设施农业， 优势包括非耕地资源
丰富、 规模化开发成本低， 光热
资源丰富 、 蔬菜品质好 ， 湿度
低、 病害少， 有助于解决耕地短
缺问题、 提高西部农民收入。

探索科学利用戈壁、 沙漠等
发展设施农业， 是发展现代设施
农业的重要举措之一。 今年中央
一号文件提出， 推进设施农业现
代化提升行动。

中国农科院都市农业研究所
研究员杨其长表示， 当前还面临
设施结构不尽合理、 专用优良品
种缺乏、 配套机械装备不足、 光
热资源利用率低等一些瓶颈， 要
加快攻克核心技术难题， 带动非
耕地设施种植规模稳步扩大。

国农科院启动重大任务
联合攻关

多年来，甘肃、新疆等多省份

对于戈壁沙漠设施农业不断探
索。

在新疆和田县， 戈壁沙漠地
区中的连栋温室大棚颇具规模。
在一家农业龙头企业， 1000栋高
效节能温室中种植着西红柿、 黄
瓜、 辣椒、 茄子、 西瓜、 甜瓜、
樱桃等 ， 年产值约2.4亿元 ， 带
动了周边农民务工增收和提升种
植技术。

近日， 中国农科院的专家们
和该企业有关负责人进行了研
讨。 对于迫切需要解决的优良品
种、基质生产、土传病害控制、能
够提升抗性的砧木等问题， 专家
们将加快科研成果在企业落地。

据了解， 此次中国农科院启
动实施 “戈壁设施绿色高效种植
技术研究与示范”重大任务，由中
国农科院都市所牵头， 汇聚蔬菜
所、资划所、环发所、西部农业研
究中心、 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
械化研究所的10多个优势创新团
队，将加快形成新基质、新品种、
新装备、新结构等创新成果。

在戈壁沙漠发展设施农业，
如何加快除尘设备研发应用？ 如
何让温室结构有主动蓄热功能？

如何研发适合当地的果蔬品种和
节水设施？ 来自各领域的专家们
将围绕戈壁沙漠设施结构创新、
培育专用蔬菜品种、 提高光热资
源利用效率、 降低栽培基质成本
和创制高效生产自动化成套装
备， 加快攻克核心技术难题。

多措并举确保产业高质
量发展

新疆和田地委农办主任尹永
忠表示， 此前在探索戈壁沙漠设
施农业发展中， 一些地方存在规
划 、 设计 、 建设 、 运营 “四张
皮” 问题。 在当前的发展阶段，
一定要依托科研院校， 高起点进
行规划设计。 要规划、 设计、 建
设、 运营一体化进行， 统筹用好
行政力量、 科技力量， 采取最优
化的机制。

“我们感觉以现在的方式发
展速度和质量都比较好。 比如我
们要和企业签15年 、 20年的合
同， 还没运营， 企业就考虑棚的
材料是不是能支持这么长时间，
并且愿意花钱投入。 另外在这个
过程中， 企业已经按照市场需求

把各个品种、 茬口的蔬菜苗提前
准备好。 棚还没有盖好的时候，
土壤改良已经完成； 棚膜一盖，
苗子就进去了； 棚建好的时候，
苗已经在长了。” 尹永忠说。

中国农科院蔬菜所研究员蒋
卫杰20多年来一直关注和研究甘
肃等地戈壁沙漠设施农业发展，
在他看来， 除了必要的技术支撑
外， 地方农技部门的支持和坚持
至关重要。 政府部门重视， 农技
人员坚持不懈带着农民做， 是在
特殊自然条件下发展 “戈壁菜
仓” 的密码。

据了解， 今年新疆将加快果
蔬产业发展。 其中， 和田地区将
在组织、 资金、 项目等方面加快
戈壁沙漠设施农业提升发展， 当
地10多名专家到各个县进行技术
指导， 县乡两级农技人员也深入
生产一线。

中国农科院副院长叶玉江表
示， 和田是我国发展戈壁沙漠设
施农业最理想的区域之一， 希望
通过项目的实施， 聚集全院优势
科技力量破解技术痛点， 带动戈
壁沙漠设施农业高质量发展。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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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壁沙漠设施农业发展一线观察

新华社电 记者从新疆塔里
木河流域管理局获悉， 为改善塔
里木河流域 “四源一干” 生态环
境，新疆今年计划引洪5.1亿立方
米，为流域沿岸的胡杨林区补水。

据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
调度管理处副处长谭晶介绍， 引
洪补水充分考虑到塔里木河流域
“四源一干” 水资源条件， 在塔
里木河流域来水量高于近10年平
均来水量的情况下， 在主汛期通
过引水工程及林间配套输水工程
等适时适度向 “四源一干” 胡杨

林区引洪补水。
谭晶说，今年5.1亿立方米引

洪补水工作任务中， 叶尔羌河承
担0.6亿立方米， 阿克苏河是0.05
亿立方米 ， 和田河是0.4亿立方
米， 开都-孔雀河是0.89亿立方
米， 塔里木河干流上中游是3.16
亿立方米，“在计划引洪补水量基
础上，还会结合大河来水情况，动
态调整、弹性配置，进一步提高生
态水利用率。”

去年， 新疆共为塔里木河流
域 “四源一干” 胡杨林区引洪补

水11.03亿立方米 ， 完成计划的
197%。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
地理研究所监测分析显示， 胡杨
林引 洪 补 水 淹灌面积约 272万
亩， 胡杨林补水区植被覆盖度增
加4.3%。

塔里木河流域“四源一干”分
别是四条源流叶尔羌河、 阿克苏
河 、和田河 、开都-孔雀河 ，以及
本身不产流的塔里木河干流。塔
里木河流域总面积102万平方公
里， 河道沿岸分布着上千万亩胡
杨林，是南疆重要的生态屏障。

新疆计划引洪5.1亿立方米为胡杨林补水

新华社电 中国中小企业协
会9日发布数据显示， 一季度中
小企业发展指数为89.3， 比上季
度上升0.2点 ， 高于2022年同期
水平， 与2023年同期持平。

分行业指数3升1平4降。 一
季度， 工业、 房地产业和信息传
输计算机服务软件业指数比上季
度分别上升0.4、 0.1和0.3点， 批
发零售业指数持平， 建筑业、 交
通运输邮政仓储业、 社会服务业
和住宿餐饮业指数比上季度分别
下降0.2、 0.1、 0.3和0.2点。

分项指数全面上升 。 一季
度， 宏观经济感受指数、 综合经
营指数、 市场指数、成本指数、资
金指数、 劳动力指数、 投入指数

和效益指数均止跌回升， 环比分
别上升0.2、 0.2、 0.3、 0.1、 0.3、
0.1、 0.2和0.1点。

分区域看， 一季度东部、 中
部、 西部地区指数环比分别上升
0.3、 0.1和0.3点， 东北地区指数
环比持平。

据介绍， 春节后生产加速回
升， 全国两会后政策组合拳持续
发力显效， 经济回暖势头增强，
企业生产经营持续改善， 一季度
中小企业发展指数较上季度回
升。 从一季度中小企业发展指数
来看， 当前中小企业发展信心有
所提振。 同时， 在稳增长政策推
动下 ， 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增
多， 中小企业市场景气回暖。

一季度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指数回升

近日， 上海市民艺术夜校2024年春季班开课。 今年春季班在全市的250个点位开设680门课程， 招收学
员约1.6万名。 课程内容包括非遗体验、 艺术入门、 生活美学、 职场技能、 文体结合等， 12节课的学费500
元。 上海市民艺术夜校创办于2016年， 聚焦 “社会大美育” 目标， 通过延时开放、 公益性收费的方式， 在
晚间时段服务18岁至55岁人群， 努力满足各年龄层和不同社会群体的文化需求。 图为在上海市群众艺术
馆， 手碟课程的老师在给学员们上课。 新华社发

上海市民艺术夜校春季班开课

西西太太平平洋洋斑斑海海豹豹““旅旅居居””辽辽东东湾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