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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剑桥 贾海宁 刘波 报道
本报沾化讯 第十二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近日

在珠海举办，沾化产钻石DA40D飞机作为山东滨奥飞机制
造公司的主导产品亮相。钻石DA40D飞机也是今年刚结束
的山东省第二届低空旅游发展大会暨旅游装备博览会的主
角，成为展会上游客参观体验的必选。

近年来，沾化区发挥产业发展优势，突出镇园融合，
加快通用飞机发展，建设国家通用航空产业综合示范区，重
点打造“五基地一小镇”，同时加快推进航空俱乐部、青少年
航空科普教育研学基地等项目建设，努力打造集空中游览、
航空教育、工业旅游于一体的通用航空旅游综合体，真正把
航空产业打造成推进新旧动能转换的“领头雁”。

□记者 田 茹 本报实习生 张义霞
通讯员 张圣虎 报道
本报蒙阴讯 “这几年来岱崮旅游的人越来越多，2016

年我们开了农家乐，每月收入6000多元。”在蒙阴县岱崮镇
大崮村，“福卢小院”农家乐老板王军海近日非常忙碌，自镇
上提倡发展文旅产业以来，他将家里三间房改造成农家乐，
加上家里的三亩蜜桃，年收入十多万元。

大崮村位于蒙阴县岱崮镇西南2公里，因靠近大崮山得
名，这里是大崮保卫战旧址，也有早期山寨文化遗存。依托

“崮乡”特色，村里建成了崮乡民俗馆、大崮战役纪念馆、童
年记忆游戏馆等民俗体验项目，游客可以吃农家饭、住农家
屋、观农家景、体验农家生活，是临沂市特色旅游村。

岱崮镇有32个崮，是全国岱崮地貌最集中之地，曾先后
获得“中国崮乡”“中国最美小镇”“全国特色小镇”等称号。
岱崮镇党委书记王中华介绍，近年来，岱崮镇借助于独特的
地貌资源，将脱贫攻坚、美丽乡村、全域旅游相结合，推进实
施“七彩崮乡”工程，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走出了一条助
农致富增收的新路子。今年1月至10月，共接待外来游客110
万人次，文旅产业收入达到9800万元。

沾化产钻石飞机

亮相航空航天博览会

蒙阴县岱崮镇：

依托“崮乡”特色
深耕文旅产业

□本报记者 从春龙
本报通讯员 潘丹丹

手机上一点，市场监管工作人员便可实
时查看餐馆后厨动态，灶间、消毒间、配餐
间……核心区域卫生情况360度展示；

轻触屏幕，学生家长便可足不出户观看
学校及幼儿园食堂生产加工监控实况，不满
意还可以在线投诉举报……

近日，在烟台市福山区，“鲁菜之乡食
安监管云平台”APP成了市民的热议话题，
“可以投诉食品安全问题、查看美食地图，
还可以观看后厨，对消费者来说特别实
用。”市民张彬兴奋地跟记者说道。

据了解，依托“鲁菜之乡食安监管云平

台”，福山区构筑起食品安全“天网”系
统。通过积极推进“明厨亮灶”“透明工
厂”等阳光工程，以及覆盖全区的基层监管
机构和快检室构筑“地网”工程，加速食安
监管智慧化转型，让食品安全“看得见”。

为进一步将共治共享理念植入百姓生
活，该平台还开通福山美食地图导览功能，
挖掘各类地方风味名吃100多种，引导游客
“寻笑脸”就餐，弘扬“鲁菜之乡”美食文
化。同时，积极整合12315、12331、12365
等投诉举报平台，畅通举报渠道，今年以
来，共受理食品安全类投诉、举报、咨询等
共计106件，回复率达到100%。

智慧监管网络让神秘的餐厅后厨明亮起
来，也让消费者们吃上了“定心丸”。这正

是福山区积极构建“天网+地网+人网”食品
安全监管网的生动实践。“天网”，即运用
“互联网+”理念，搭建“鲁菜之乡食安监管云
平台”，实现数字化监管和信息化服务；“地
网”，即在全区食品企业系统推进“明厨亮灶”

“透明工厂”等阳光工程，同时不断夯实基层
监管基础；“人网”，即打造一支作风过硬、专
业敬业的食品安全监管队伍，强化社会监督，
织密行政监管和社会监督网，以实际行动守
护市民舌尖上的安全。

在“看得见”核心理念的推动下，福山
区“三网合一”快速进展。目前，全区已有
40个餐饮单位实施了“明厨亮灶”，“透明
工厂”工程也正在全面推进，二者实现了可
视化管理和监测数据共享。“地网”与“天

网”“人网”互联互通，形成上下贯通、左
右协调的食品安全监管网，夯实监管基础。

此外，福山区以打造“食安福山”特色
品牌为契机，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推动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加快发展农业“新六
产”，延长和升级农业、食品产业链，同时
借助乡村振兴战略，引入社会资金打造集高
效农业、美食文化、民宿休闲于一体的田园
综合体，由“保护食品安全”向“经营美食
文化”转变，使现代农业和餐饮旅游业融合
发展呈现出乘法效应。目前，福山区已成功
创建省级示范街区1处、示范食堂3家、示范
超市20家、地方风味名吃2家、示范餐饮服
务单位14家、示范食品生产企业2家，强化
典型示范带动作用。

构建“天网+地网+人网”智慧监管网络，让食品安全“看得见”———

福山区：给食品安全插上“智慧翅膀”

□本报记者 肖 芳
本报通讯员 王作岩

11月10日，在青岛市城阳区上马街道桃
源河畔的盐碱地上，由青岛东域盐碱地稻作
改良研究所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合作开发的
“农业沃土云平台”，在已经完成全球多处
盐碱地稻作改良示范的基础上，正式上线。
该平台将依托华为积累多年的信息通信、人
工智能等优势技术，围绕盐碱地稻作改良，
打造我国“智慧农业”样板。

桃源河畔的万亩土地，因上世纪60年代
河水漫堤、海水倒灌，呈现中度盐碱化，土
壤PH值达8 . 1，全盐含量达到5 . 3‰以上。可
就在一个月前的10月10日，这片荒芜了半个
多世纪的盐碱地，重新收获丰收的喜悦：耐
盐碱水稻(俗称“海水稻”)大田试种取得初
步成功，现场测评亩产达到261 . 39公斤。这
就意味着，这片1 . 38万亩的滨海小流域盐碱
地，经改造可重新变为良田。

荒漠变良田的背后，除了要归功于袁隆
平院士团队培育的耐盐碱水稻，也离不开
“农业沃土云平台”通过传感器、物联网、
云计算、大数据等高科技手段对盐碱地进行
的改良。

去年10月17日，城阳区与中国工程院院
士、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袁
隆平，签订万亩盐碱地稻作改良研究示范项

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约一个月后，青岛东
域盐碱地稻作改良研究所正式落户城阳。此
后，该研究所和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以盐碱地
改良为切入口，在智慧农业方面展开了研究
和合作。

“以往改良盐碱地的方法是大水漫灌，
可以很快把土壤盐度压下去，但会浪费大量
宝贵的淡水资源，而且随着水分的蒸发，深
层盐碱很快就会反弹。”青岛东域盐碱地稻
作改良研究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国栋表示。
在城阳区万亩国家级滨海盐碱地稻作改良示
范基地，研究所与华为深度合作，探索出融
合传感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高科
技手段的土壤“四维改良法”。它是一种整
合了要素物联网系统、土壤定向调节剂、植
物生长调节素、抗逆性作物四大农业生产要
素的技术配套方法，可解决土地淡水少、盐
度高、肥力低、结构差等问题。

“这片稻田表面看起来和其它稻田没有
区别，但实际上它‘暗藏乾坤’。”11月10
日，站在桃源河畔盐碱地改良示范稻田的田
垄上，华为科技有限公司智慧城市全球总监
桑伟向记者介绍了盐碱地改良的智慧之处：
地表之上，设有高清摄像头、土壤温度湿度
盐度传感器、蒸发量传感器、水层PH传感
器等设备，实时监测地表相关数据；地下
0 . 3米处，埋有灌排管网，可实时监测盐分
是否超标，并将灌溉水、氮磷钾等混合而成

水肥一体化营养液，直接传输并滴灌到作物
根部；地下1 . 2米处，埋有排水管、集水井
和盐分、湿度、PH值等大量传感器，一方
面可将下层上升的盐水收集后导入沟渠排
出，阻隔土壤返碱，另一方面可将上层下渗
的淡水加以回收，进行循环利用。“这些地
表和地下的传感器在传输数据时，使用的不
是成本高昂的有线传输，而是华为创新的
NB—IOT物联网通讯技术，通过无线方式实
时传输到地表基站，然后统一传回大数据中
心。”桑伟说。

张国栋表示，据测算，我国有15亿亩盐
碱地，其中约3亿亩具有改造潜力，但它们
多是人烟稀少的荒芜之地，如果要进行改
造，就必须引入可远程监测、自动分析、智
能控制的“智慧农业”新模式。“农业沃土
云平台”，由GIS信息管理系统、智慧农业
视频云管理平台、大数据AI分析决策支持系
统、精准作业管理系统、病虫害预警诊断管
理系统等板块组成，能够实现农业生产环境
的智能感知、智能预警、智能分析、智能决
策、专家在线指导，为农业生产提供精准化
种植、可视化管理、智能化决策，尤其是适
用于沿海滩涂、内陆盐碱地、重金属污染、
农残土地等的改良。

“工作人员坐在青岛数据中心，就能看
到新疆喀什岳普湖、延安南泥湾、阿联酋迪
拜等全球七大稻作改良试验示范基地的高清

视频，土壤、气象、灌溉水等传感器监测信
息，也是一目了然。”张国栋举例说，专家
分析视频，就能识别出水稻的高度、稻穗的
长度；观察叶子和麦穗的颜色、形态，就能
识别出水稻病害、虫害状况；根据现场图
像，就能分辨出是农作物还是杂草，进而对
当地要素物联网系统发出指令，远程控制实
施定点小范围喷洒除草剂。

记者了解到，“农业沃土云平台”正式
上线后，将在“智慧农业”领域扮演起“手
机操作系统”的角色。桑伟对此解释说：如
同智能手机里的安卓或IOS操作系统，“农
业沃土云平台”本身也是一个开放的平台。
该平台提供标准化的数据传输协议和端口，
上游传感器供应链和下游农业管理应用商，
包括无人机植保、自动驾驶农机等，则如同
手机里的各种APP，可以低成本地接入“农
业沃土云平台”，从而形成一个“智慧农
业”的技术平台和生态圈。

“盐碱地性质各不相同，需要根据不同
类型建立相应的示范推广模式。这项工程开
发难度大，商业风险高，仅凭单一机构的力
量，实施难度高。”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产业发展处处长彭既明认为，“农
业沃土云平台”的建立，将会吸引和号召更
多的上下游企事业单位及科研院所加入到
“智慧农业”的研究行列，推动实现“土地
数字化、农业智慧化、智慧产业化”。

“农业沃土云平台”在青岛市城阳区上线———

盐碱地上诞生“智慧农业”样板

□戴章超 报道
10月31日，郯城县派驻庙山镇乐泉社区第一书记冯钧

章(右一)在大棚里为菜农讲解西红柿管理技术。近年来，该
县采取派驻、挂职、驻村帮扶等形式向发展滞后的社区、村
选派优秀干部，带领村民发展特色农产品种植，搭建电商销
售平台，走出了村集体、村民“双增收”的扶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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