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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2 月 6 日，15 位大众评审对 6 支团队种植的生菜进行食味品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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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冬时节， 位于河西走廊的甘肃

省张掖市最低气温降至零下 15 摄氏

度，在张掖市甘州区甘浚镇的设施大棚

里，却别有一番景象：一排排整齐的火

龙果树刚刚挂果， 收获的柠檬硕果溢

香，百香果树郁郁葱葱……远在西北的

戈壁滩竟能长出“热带果园”。

“预计春节前后，百香果、火龙果等

水果就能摘果了。 ”甘浚镇速展村村民

谈军年说， 他今年经营了 20 个温室大

棚，种了火龙果、佛手、柠檬等多个热

带水果品种。

这些原本在西北“遥不可及”的热

带、亚热带水果，如今正逐渐成为河西

走廊的“土特产”。

“北方并不是所有地方都适合种植

热带水果。 ”最初在张掖探索种植热带

水果的王亚东，如今已成立了自己的公

司。 他说，之所以选择在戈壁滩种热带

水果，主要是因为当地有较好的设施农

业基础。

“河西走廊群众利用光照等优势，

种植蔬菜、反季节水果，设施农业已有

一定基础。 ”王亚东说，只要能够模拟

热带水果生长环境，试种成功的几率会

很大。

最大的挑战是水土不服。“比如浇

水，在广西等地种植火龙果是不需要浇

水的。 ”王亚东说，在戈壁滩种火龙果，

如何浇水成了大问题。 开始，他按照当

地种菜的方式浇水， 结果要么浇多了，

要么浇不够， 导致火龙果死苗； 后来，

借助智能温控、 滴灌等现代农业技术，

配合土壤改良，一步步探索，最终解决

了浇水的难题。

这次探索历尽周折，也为后来试种

木瓜 、番石榴 、柠檬、百香果等热带水

果提供了经验。“并不是所有的热带水

果都能成功种植。 ”王亚东说，试种菠萝已

有 10 年，至今尚未突破，有些热带水果品

种还要经过品种驯化等过程。

随着市场对绿色、 有机果品需求的不

断提升，戈壁滩上长出的高品质果品，备受

消费者青睐。 王亚东说，“南果北运” 的水

果多是采青后运输， 果品尚未成熟，“南果

北种”的热带水果可以在完全成熟后采摘，

果品品质更佳。

“在热带地区，火龙果花谢后 30 至 40

天果实成熟；在西北，经过土壤改良和种苗

驯化，生长周期稳定在 60 天左右。 ”谈军

年说，西北地区光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

有利于水果干物质含量积累， 果品品质提

升明显。

近年来，发展反季节果蔬、“南果北种”

的群众越来越多， 一座座温室大棚也在戈

壁荒滩拔地而起， 在传统农耕文明与现代

农业科技交融的背景下， 向戈壁荒滩要食

物，拓宽了农业生产空间领域。

据甘肃省农业农村厅消息，近年来，甘

肃充分利用戈壁滩、砂石地、沙化地等非耕

地资源发展戈壁设施农业， 在保护生态和

不增加用水总量前提下，科学利用戈壁、沙

漠等发展设施农业。截至目前，甘肃发展戈

壁设施农业 46 万亩。 （王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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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024光明多多垂直农业挑战

赛暨第四届“多多农研科技大赛 ”决赛

落幕。 作为国内知名农产品上行平台拼

多多牵头打造的农业科技创新平台，本

次大赛的新赛题，与以往一样聚焦AI种

植，但又不限于AI种植。 大赛要求参赛

队伍自己动手， 在规定的预算范围内，

将一只20英尺的标准集装箱改造为“新

农田”， 并设计智慧种植方案进行生菜

生产，角逐出设计科学、建设便捷、种植

高效、可复制推广的智能化集装箱植物

工厂方案。

自2024年3月底启动，16支参赛队

伍、142位国内外优秀青年专家学者，参

与了5月底举行的初赛，6支参赛队伍成

功闯入决赛。 12月底，经过激烈的最终

角逐，赛博农人团队获得本次大赛的一

等奖；上海农科院团队获二等奖及“最

佳风味奖”单项奖；绿叶先锋团队、叶菜

侠团队获三等奖，叶菜侠团队还获得了

“最高单株重量奖”单项奖；墨泉团队、

室墨司源团队获优胜奖，室墨司源团队

还获得了“最佳节能创意奖”单项奖。

拼多多高级副总裁、首席发展官朱

政表示，青年人才的创新思维 、科技能

力和科研精神对于农业新质供给的发

展至关重要。 我们希望通过多多农研科

技大赛的平台，吸引更多创新人才和企

业参与到农业技术创新中，为助推农业

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全面发展提供新

的动力源泉。

从几位获奖队伍队长身上，可以看

到青年农业科技工作者的努力、创新和

成长，也让我们对中国农业的未来有了

更大的信心。

赛博农人队队长杨浩：

既大胆又保守的“四朝元老”

赛博农人队队长杨浩是所有决赛

选手中唯一的“四朝元老”，参加了四届

“多多农研科技大赛”。 本届比赛首次将

集装箱改造纳入考察范围， 难度更大。

杨浩与队员商量后，采用了既大胆又保

守的方案。 一方面，他们大胆采用了一

些产业内尚未使用的技术， 另一方面，

种植架上团队保守性地选择了固定式

栽培架。

采收1234株、 总重272.51千克，单

株均重220.83克，超出赛博农人团队的

实验室种植成绩（单株重170-180克）。

对于这个结果，这位成熟、内敛的 90后

队长只用了四个字简单概括 ：“正常发

挥”。

说起来轻松，但做起来难，今年比

赛过程中，杨浩克服了大大小小不少困

难。 一年前，杨浩参加第三届“多多农研

科技大赛”时，只是赛博农人团队的副

队长。 今年他当队长，带队参赛、协调工

作，他的压力、责任和困扰就多了。

“植物工厂是一门工农交叉的学

科，融合度很高，不是说完全学农的人

或完全学工的人就一定会把这个事情

做好，要做好这件事必须靠大家通力合

作。 ”

春转夏的月份，比赛处于生菜试种

阶段，他常驻崇明，负责记录菜叶生长

情况。 每天到点起床，骑电动车从宿舍

去往种植园区，“有时候路上看到一群

喜鹊，我就会给自己心理暗示 ，今天一

定会顺利。 ”杨浩在比赛过程中的生活

忙碌而充实，“感觉比在学校还快乐。 ”

经过这次赛事的锻炼，杨浩这个队

长做得越来越游刃有余，在他看来，“成

长不是身高、不是年龄、是日积月累，然

后到了一个瞬间， 可能你遇上什么事、

什么人，就突然长大了。 我希望中国的

植物工厂也可以厚积薄发。 ”

上海农科院团队队长苗辰：

“那些菜跟我一起听周杰伦的歌”

上海农科院团队是今年比赛唯一

总产量突破300千克的队伍。 而为了300

千克的目标，首次参加“多多农研科技

大赛”就以队长身份带队的苗辰 ，付出

了最大的热情和努力。

本届赛事一个突出特点是，参赛团

队需自主设计改造集装箱，这也是前几

届比赛没有的环节。 因为担心在集装箱

改造阶段出现突发状况，或是安装不到

位，影响后期设备运作 ，苗辰每周一都

从上海赶去无锡 ， 白天在现场盯着施

工，直到周五返回。 每个单程都需要两

小时，在江南的盛夏 ，他如此反复坚持

了大约两个月。“箱子造好的那天，我也

是从无锡开车跟着， 一路直奔崇明，就

怕出问题。 ”

为了让各支队伍熟悉“优雅”生菜

在崇明的生长规律，正式比赛种植前可

以试种一茬，作为队长的苗辰就陪着这

些菜一起度过了几十天。

光能是植物工厂最大的能耗来源，

为了了解“优雅”生菜在不同光源和光照

时长下的生长反应，在试种阶段，上海农

科院队设置了10个对照处理。 苗辰每次

都需要采摘一个对照处理的5株菜，对株

高、株幅、鲜重、叶片数、叶面积等五个指

标进行测量、记录、拍照。 前期隔天做一

次，到了生菜快速生长期，他就要每天做

一次，一次大约6小时。

“一个人太孤单就听音乐， 关上集

装箱的门，开公放，那些菜都跟我一起听

过周杰伦、 梦龙乐队和酷玩乐队的歌曲

长大。 ”他笑着回忆。

平淡充实的日子眨眼而过， 收菜那

天， 苗辰也在现场， 总产量突破 300千

克，他终于长舒了一口气。

叶菜侠团队队长解晓巍：

“吹的牛都实现了”

不是科班出身， 凭借经验过人，山

东新农人、 叶菜侠团队队长解晓巍不鸣

则已，一鸣惊人。 种出576株，单株均重

超300克、 最大克重460克（妥妥的“菜

王”，团队也因此获得了“最高单株重量

奖” 单项奖）， 解晓巍自己也感到意外，

“没在40多天里种过这么大的生菜，确实

有一点惊讶。 ”

在决赛启幕阶段的集装箱改造汇报

答辩中，解晓巍曾受到过评委的质疑。因

为团队试种的散叶生菜45天最大重量长

到了367克，并提出要在决赛45天种出单

株均重达250克的生菜目标时，评委非常

惊讶， 这个数据超过国内各大实验室水

平。“这让我自己都产生怀疑，怕哪里出

了问题。但又觉得奇怪，毕竟数据是真实

种植统计的。 ”解晓巍内心憋着一口气，

就想用成绩说话。

采收当天， 叶菜侠团队没在现场，

虽然可以通过监控看到集装箱内生菜长

势不错，但对实际重量没有把握，大家都

揪着心。“我们团队几个人一大早就在办

公室里等着， 看见工人采摘还特意发消

息，提醒大家小心慢摘、别碰掉了叶片。”

快到中午， 解晓巍收到了小部分采

收结果，“没想到商品性这么好， 全是A

级（最高等级），心里的大石头落地了。 ”

解晓巍终于松了口气，“单株克重也达到

了我们的预期，证明之前说的数据没错，

吹的牛实现了！ 也算对得起提供支持的

各位供应商兄弟。 ”

（唐燕）

听周杰伦的歌长大的生菜、单株近一斤……

这些新农人用集装箱和 AI 种菜

热带水果何以“扎根”戈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