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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顶高效发电

棚下科学种田

沿即墨市大信镇营普路行进，最抢眼的是
一排排在太阳底下亮闪闪的光伏农业科技大
棚。这里便是即墨的万亩光伏农业示范基
地。

大棚顶上，是一块块闪亮的五彩光板。昌
盛日电董事长李坚之说，这些光伏太阳能电池
板，可将太阳光转化为电能并收集到一起，最
后并入国家电网。大棚底下，南面向阳的温室
里种植着各种喜阳的有机蔬菜，北面偏阴的温
室则种植着喜阴的有机食用菌，同样长势喜
人。

“上面高效发电，下面科学种田，上方的
太阳能电池板还能为下方大棚提供照明、温控
所需的电力，两不耽误，效率更高。”李坚之
说，这种模式使光伏发电额外占用土地资源成
为历史，不仅提高了土地利用率，还解决了传
统发电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

如今，昌盛日电已在大信镇建起占地近700
亩的工业园和9000多亩的光伏生态农业示范基
地，每年的发电总量达2 . 2亿千瓦时，可满足7
万多个家庭一年用电。以即墨为起点，昌盛日
电已将这种全新农业模式推广到全国28个省
市、87个县市，其中千亩级以上光伏农业园区
超过百个。

每一个光伏大棚，就是一个“太阳能农
庄”。它们不仅源源不断创造绿色能源，还直
接带动当地农民生产方式、就业方式转型。

6年前，大信镇付家村村民巩爱玲将自家

几亩土地流转给昌盛日电，后进入该公司下
属的华盛太阳能农庄管理大棚作物，成了一
名农业工人。如今，她每个月不仅可以领到
土地流转的稳定地租，还能获得在企业打工
的工资，两笔收入加起来共3000元左右。在大
信镇，像巩爱玲这样受益的农业工人还有2700
多人。

目前，依托光伏农业发展模式，即墨正在
大信镇规划建设太阳能小镇，打造太阳能元素
应用示范区和科普基地。

光伏农业科技

国内领先

与传统种植大棚相比，光伏农业大棚到底
高在哪里？

“一般茶叶种植3年才可以采摘，但在光伏
大棚里做试验的这些茶叶，两年就达到了可以
采摘的标准。”在昌盛日电农业示范基地，徐
召学告诉笔者。他在基地里承包了500多亩光伏

大棚进行茶叶种植，创建了“北茶老徐”茶叶
品牌。徐召学说，由于光伏大棚设施好，带温
控、湿度适宜，有喷灌设施，非常利于茶树的
生长。正因如此，这几年来，昌盛日电的光伏
大棚建到哪里，老徐的茶园就跟到哪里。如
今，老徐已在昌盛日电全国14个园区建起了
5000多亩茶园，遍布天津、石家庄、长春等
地。

据李坚之介绍，自2011年以来，昌盛日电
已研发出五代20多种光伏棚型，可根据不同区

域、不同作物、畜牧、渔业对光照和温度的
不同需求，科学配置棚型，“完美”满足需
求。

目前，昌盛日电已与中国农科院、以色列
国家农业研究院、荷兰等国内外数十家科研机
构联合，研发适合不同地区、不同光照、不同
土壤的光伏农业设施建造技术，以及高附加值
的农作物种植品种与培植技术。在食用菌、茶
叶、多彩苗木、特种蔬菜四大光伏温室技术方
面，昌盛日电现已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在即墨
光伏农业示范基地，昌盛日电还创新应用了农
业物联网溯源、远红外加热、光伏组件调光、
雾化微喷灌溉等先进农业设施技术，且已获得
多项绿色食品A级证书和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
定证书。

打造国内首个

农业创客空间

青岛农业大学毕业生鹿秀栋，是光伏农业
示范基地里的一位创客“棚主”。两年前，他
开始在光伏棚里培育灵芝，如今每年销售灵芝
盆景1500盆、药材灵芝2000公斤、孢子粉300公
斤，销售额突破100万元。

鹿秀栋回忆说，自己毕业后一直关注灵芝
种植，但苦于没有资金和场地。2015年5月，他
了解到昌盛日电为鼓励青年创客招聘“棚
主”，这正巧解决了他的创业难题，于是他毅
然加入创业队伍。如今，依托昌盛日电农业发
展新模式，他和合伙人已注册成立公司，实现
了“种植—研发—深加工—销售”一体化经
营。

为鹿秀栋提供创业平台的，是2015年昌盛
日电与青岛城投共同建设的国内首个农业创客
空间——— 青岛农业创客空间。该平面主要面向
大学生、返乡农民工、种植能手及农业合作社
等提供创业服务。

李坚之表示，青岛农业创客空间为创客提
供从种子期直至IPO全周期的增值服务，包括
融资辅导、知识产权服务、检测认证、电商
上行等，最大程度地为创客们解决生产资
料、周转资金、增值服务、销售渠道等各个
环节的壁垒。

截至目前，青岛农业创客空间已成功孵化
出包括微景观、蚯蚓养殖利用、食用菌种植等
在内的47家小微企业和创客项目。其中，11家
入孵企业进行了总额超过1840万元的种子轮投
资，7家企业获得超过5620万元的A轮融资。现
在，昌盛日电已将青岛创客空间模式在全国其
它园区进行推广复制，全国累计在孵涉农中小
微企业超过600家。

即墨全国首创“棚顶发电棚下种植”发展模式

光伏农业“三园同建”，培育壮大“新六产”
光伏联姻农业，棚顶发电棚下种

植——— 这一全国首创的农业发展新模
式，是即墨市近年来依托落户当地的
昌盛日电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探
索出来的。

如今，即墨已建成近万亩光伏生
态农业示范基地，既是“高附加值”
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又是“高精
尖”的科技园区，还是“高成功率”
的创业园区。一方热土，三园同建，
多方共赢，即墨在培植壮大农业“新
六产”上逐渐走出了自己的路子。

棚顶发电棚下种植带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

一二三产联动，光伏农业示范基地内景色别具一格

昌盛日电建设的连片光伏农业项目俯瞰

园区创客平台孵化的微自然创客项目吸引了小学生前来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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