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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T

积占产业总面积的八成以上，花卉生
产具有对滇池造成农业面源污染的潜
在风险。

    

设施化栽培的魅力
    
一边是涉及数以万计群众生计的

民生产业，不能随意“一刀切”退出
生产；一边是严峻的农业面源污染潜
在风险，生产方式转型刻不容缓。昆
明市经过多方调研、论证，决定在晋
宁区实施退出低端花卉生产方式，打
造现代农业产业园示范项目，以此推
进花卉设施化标准生产。借此契机， 
2020 年，云天化集团入驻晋宁区，开
始打造云天化现代花卉产业园（国家
级），并成立花匠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云天化现代花卉产业园集生产基
地、冷链物流配套系统、线下销售渠
道（花拍中心、批发零售、直营店）、
电商平台（云天化、云品荟、京东、
盒马鲜生）等于一体，是目前全国单
体最大的高标准设施花卉产业园。

据了解，该产业园生产环节全部
采用基于物联网的无土栽培和电子传
感器控制的无人生产设施化标准技
术。走进占地 70 万平方米的生产温
室大棚，公司运营总监吕金龙告诉记
者，这个大棚长 2200 米、宽 440 米，
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单体花卉高科技温
室大棚。

在偌大的大棚里，只有 10 多名工
人在不同区域作业，所有花卉都生长在
基于加温轨道建立的离地无土栽培设施
上，水肥、温湿度、实时监测、采摘等
各生产环节，全部依靠传感器无人生产
场景指挥轨道车、水肥一体化系统等先
进设施来完成。虽同在一个大棚内，但
在不同品种或生长期的花卉区域，其温
湿度却截然不同，有一种“十里不同天”
的感受。“这就是设施农业智慧生产

的魅力所在。”吕金龙说。
    

带来双重效益
    
“我们的综合效益，更多地体现

在生产模式创新的示范带动和对环境
的保护方面。”云天化集团花卉板块
综合管理部负责人王博表示，针对不
少“云花”主产区生产方式落后、基
础设施老旧、标准化生产程度低、产
品质量和综合产值低等问题，云天化
现代花卉产业园在模式和技术上发挥
了示范带动效应。

以晋宁当地生产实际为例，传统
低端种植大棚采取土墒栽培技术，平
均亩产鲜切花 3 万枝，一个采季亩均
需要6名工人。而在现代花卉产业园，
全程采用设施化生产设备和智慧生产
技术，平均亩产鲜切花高达 18 万枝，
1000亩园区一个采季只需15名工人，
且花卉质量好、标准高。

在该产业园的示范带动下，目前
晋宁区已有 3.3 万亩花卉种植面积在
进行设施化改造和智慧技术应用。

近几年来，随着滇池环保力度持
续加大，花卉产业中的“散小弱”市
场主体不断退出。为避免一些追求花
朵“大又鲜”的种植户和不法企业过
量施药肥，造成农业面源污染，晋宁
区依托云天化现代花卉产业园，沿湖
构建了绿色高效生产示范项目体系，
利用水肥循环一体化技术和无土栽培
技术，采取“集体股份合作社+公司”
的运作模式，带领花农、合作社加入
公司发展，从源头上阻断农业面源污
染。与传统生产模式相比，实现节肥
50%、节水 60%，种植户平均每亩综合
效益从 4 万元跃升到 16 万元，既实现
环保效益，又促进种植户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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