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開幕式後，回良玉、劉淇等領導
同志與中外嘉賓共同參觀了草

莓博覽園。在科普文化展區，他們聽
取了園區整體規劃建設情況的匯報，
觀看了草莓無土栽培和灌溉技術展
示；在中國科技展區，他們向工作人
員了解草莓種質資源儲備和立體栽培
模式等情況。參觀中，他們指出，大
力發展草莓產業等特色農業，對於優
化農業產業結構、促進農民持續增
收、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具有重
要作用。要面向市場需求，因地制宜
發展草莓產業，打造知名品牌，提高
生產效益。要依靠科技創新，加大優
質種質資源收集與自主知識產權品種
開發力度，提升栽培技術和產業化水
平，加強流通和加工體系建設。要充
分利用世界草莓大會這樣的平台，加
強農業科技國際交流與合作，加大力
度引進、消化、吸收國外先進農業技術，
為現代農業建設提供有力的技術支撐和科
技服務。

昌平登舞台 年產700萬斤
時光倒轉至2008年3月，在西班牙韋爾瓦

第六屆世界草莓大會上，昌平區代表北京
力壓群雄，一舉奪得第七屆世界草莓大會
的舉辦權。從此，世界草莓大會的腳步駐
留在亞洲，駐留在北京，這亦是北京市主
辦的第一個世界級農業展會。
五大洲品種各異的草莓競相釋放香甜，1

萬棟日光溫室共同培育果實。據統計，截
至2011年底，北京市昌平區已建成草莓日
光溫室1萬棟以上，配件優質種苗繁育基地
6,000畝，佔北京市總量的80%以上。2010
年至2011年草莓生產季，昌平區年產草莓
700萬公斤，總產值突破1.8億元人民幣。

引進一流企業助產業升級
中國作為世界上草莓種植面積最大、產

量最多的國家，在草莓種植方面有 得天
獨厚的優勢和先進的栽培技術。世界草莓
大會的召開，不僅給北京、給昌平的草莓
產業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同時亦
有力地推動了草莓產業的升級，昌平以草
莓大會為依托，率先走在了都市型現代農
業的發展道路上。
昌平區區委書記侯君舒介紹道，在技術

引進方面，昌平區引進世界一流種苗企業
進駐該區，並積極開展草莓生產技術培訓
與服務，邀請國內外知名專家進行定期培
訓，同時，組織相關技術骨幹遠赴西班

牙、日本進行學習考察；在品牌建設方
面，昌平區通過舉辦草莓文化節、草莓採
摘風情遊等活動，提高了民眾對草莓的認
識度，拓寬了昌平草莓的知名度；在安全
體系方面，昌平區為最大程度地給農民提
供便利，建成了以農資供應到地頭、營銷
市場化、管理信息化、服務網絡化為標準
的農資配送體系。
在草莓大會召開期間舉辦的國際草莓產

業展，亦將集中展示世界草莓產業的新品
種、新技術、新產品、新裝備，並為來自
各國的代表提供全方位的交流平台。侯君
舒表示，世界草莓大會的召開為加快農業
產業結構調整開創了新視野，北京作為首
都和特大型城市，辦好這樣一屆世界級農
展會，對於中國的大城市發展都市型現代
農業具有重要的示範意義。

掌先進技術惠澤一方百姓
草莓大會的到來不僅衝擊 全世界食客

的視覺與味覺，更成為了大會主辦城市—
北京市發展都市型現代農業的又一契機。
農民掌握了先進的草莓種植技術，地區草
莓產量逐年翻番，在市民品嚐草莓所帶來
的甜美的時，農民的腰包也漸漸鼓了起
來。
目前，昌平草莓年產量突破1,200萬公

斤、年收入超過2.4億元，每棟草莓陽光溫
室可實現年純利3萬元以上，帶動該區3,500
多戶農民增收！如今，昌平區草莓產業的
質量效益與科技含量持續領跑全國，並正
在接軌國際水平。昌平已成為首都都市型
現代農業發展中，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A24 責任編輯：朱韻詩 2012年2月20日(星期一)

被譽為「草莓界奧運會」的世界草莓大會於2月18日在京隆重開幕，本屆大

會是世界草莓大會第一次邁向亞洲、走進中國，來自全球66個國家和地區的

1,000多名代表，將在18日至22日期間，齊聚北京昌平，共享草莓的香甜，共

話育莓「心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回良玉，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劉淇出席開幕式，並為第七屆世界草莓大會和草莓博覽

園揭幕。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陳至立、全國政協副主席羅富和，國際園藝

學會主席安東尼奧．蒙泰羅等出席開幕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洪波、李茜婷、王添翼北京報道

草莓奧運會開幕
闢農業新路向
依靠科技創新 帶來無限機遇

種植戶：草莓讓生活更甜美 歐洲館孕育「三省」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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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9個草莓種植大棚，每個棚每年可
產2,500-3,000斤草莓，給我帶來兩、三萬元
（人民幣）的收入。」這是記者在草莓大會
現場採訪一位叫做孫玉珍的農戶時，她告
訴記者的。

學習新技術 農婦變社長
孫玉珍說，三年前，昌平區送來了先進

的草莓種植技術，她就是在那個時候，加
入到草莓致富的隊伍中來，在此之前，她
一直和其他勞作在田間的普通農民一樣，
面朝黃土背朝天。她說：「我在種草莓
前，就是個種玉米、小麥的農婦，現在通
過學習草莓種植技術，成為了一名掌握先
進技術的『專業型』人員。以前，種玉米
時，一畝地的年收入僅有兩千元，現在一
畝地的收入是兩萬元。」
孫玉珍一邊說 ，一邊從手提包裡拿出

一張名片，上面赫然寫 ：孫玉珍，北京
昊鑫旺種植專業合作社社長。看 她欣喜
的表情，記者問道：您這家合作社有多少

個種植草莓的大棚？孫玉珍自信的告訴記
者：「47個，全村有近半數的婦女都是像
我這樣，經過專業的技術培訓，參與到草
莓種植中來。」

收入提高 一家人富起來
孫玉珍告訴記者，每年到種苗和管理

時，昌平區就會派來專業的技術人員到種
植戶的大棚裡進行指導，有時也會把村裡
的種植戶組織到一起，在學校集體授課培
訓。她說，技術人員都是以通俗易懂的方
式進行講解，雖然自己沒什麼文化，但也
可以學會相關的技術。
如今，種草莓給孫玉珍帶來的不僅是收

入的提高，還有很多先進的農業生產技
術，她說，農業科技給她的生活帶來了實
實在在的變化。她說，最實在的變化是住
房，他們一家5口人，原來住三間房，現在
種了草莓之後，一家人蓋起了二層小樓，
她說，就像草莓大會所提倡的那樣，草莓
讓生活更甜美！

近千平方米的「草莓天瀑」垂吊在
半空中，引來大批遊人駐足拍照。紅
色的草莓和綠色的葉子猶如紅色和綠
色相間的瀑布從天而降，場面十分壯
觀。遊客們走在其中，猶如置身草莓
海洋，放眼望去，又好似在草莓隧道
中穿行，有 十分強烈的視覺震撼。
有的遊客一邊讚歎「天瀑」的神奇，
一邊踮起腳尖，試圖偷摘一顆草莓。
這就是記者在昌平草莓博覽園內看到
的畫面。

135種新鮮草莓供品嚐
作為本屆草莓大會的主會場，草莓

博覽園在開幕式當天成為了萬眾注目
的焦點，這不僅因為在博覽園內，有
來自世界各地的135種新鮮草莓供人
品嚐，還因為這裡亦將集中展示先進
的栽培模式和草莓科技成果。
據草莓博覽園的工作人員介紹，博

覽園在大會期間將集中展示草莓優質
品種和先進技術，會後將建成農業產
業科技研發、農產品電子商務和農業
產業化的國內外交流基地。
在舉辦世界草莓大會的同時，北京

市昌平區從地區發展實際出發，確定
三大辦會目標，即打造一二三產融合
的典範，引領都市農業文化樣板。昌
平區區長金樹東介紹說，本屆草莓大
會，昌平專門建立三個中心，即農業
產業科技促進中心、草莓電子交易中
心、草莓產品加工中心，通過這三個

中心，促進中國的草莓產業與世界接
軌。

建三「中心」完善產業鏈
昌平區區長金樹東稱，草莓電子交

易中心將吸納200餘家國內外相關企
業，集中展示當今草莓生產的最新技
術；草莓產品加工中心以北京大學食
品研究中心為支撐，將建成以草莓為
主的水果深加工基地，並展示草莓原
料、成品、包裝的全過程。他說：
「這三個中心都將進一步完善草莓產
業鏈，並實現以農業科技為昌平的草

莓產業注入持久力。」
另外，金樹東區長還向記者透

露，昌平區將借助舉辦世界草莓大
會的契機，在未來幾年，建成輻射
全國的草莓產業科技研發基地、種
業基地和中國北方草莓交易中心。
他表示，昌平將引進國內外優新品
種，建立草莓重點功能實驗室和試
驗站；引進國際領先的現代化草莓
選果、分級、包裝、加工設備及配
套技術，推行具有國際化、市場化
特點的經營模式，延長草莓的產業
鏈和價值鏈。

省地、省力、又省錢想必是
每一個農戶的夢想。在本屆世
界草莓大會國際草莓風情展的
歐洲館，記者就了解到，有兩
款新技術種植模式可以幫助農
戶實現這一夢想。一個是懸掛
式無土栽培，一個是立式雙層
無土栽培，它們與西班牙NGS

新種植系統和Ritec灌溉技術相
結合，創造了溫室草莓大棚種
植戶的「三省」。
據歐洲草莓風情館負責人臧

國忠介紹，普通的草莓大棚每
平米可定植草莓10株，而該館
每平米的定植數量可達到24
株。他說：「我們採用雙層立

式無土栽培技術，上下種植兩
層草莓，間隔70厘米，在採用
電控調整壟高後，可將兩壟間
隔為50厘米，密度更大，這樣
就無形中增加了種植空間，提
高了產值。」

科學種植不浪費資源
記者發現，在歐洲館的一角

有這樣一間小屋子，裡邊有8個
大罐，且分別與電腦相連，每
天把經過合理配置的肥水，通
過細長的管道傳送給每株草
莓，並把多餘的肥水通過另一
個管道回收，經過沉澱、過
濾，備下次利用。
臧國忠驕傲地講道，這套西

班牙NGS系統給作物提供的是
運動的水流，使作物的根系不
受限制地伸展，同時使用封閉
式排水系統，優化水及肥料的

使用，使作物獲得所需的養
分。「這就是科學種植，需要
多少給多少，多餘的全部回
收，經過沉澱、過濾等技術加
工後再利用，一點兒都不浪
費。」

頂級專家交流「育莓經」
先進的種植技術必然要「搭

配」頂級的育莓專家，記者從
本屆大會組委會了解到，本屆
大會邀請了來自美國、西班
牙、加拿大等全球66個國家和
地區的1,000多名代表參加學術
研討，匯聚了當今世界多位頂
級草莓專家。在草莓大會召開
期間，將通過14場特邀報告、
116場口頭報告、300篇牆報展
示等方式，進行遺傳育種、野
生資源保存與利用、生物技術
多項學術研討。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回良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劉淇，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陳至立、全國政協副主席羅富和，國際園藝學會主席安東尼奧．蒙

泰羅出席開幕式，並為第七屆世界草莓大會和草莓博覽園揭幕。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添翼 攝

■到會場參觀的民眾欣賞、品嚐來自世界各地的優良草莓品種。圖為現場一小童手拿草莓，神態陶醉。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添翼 攝

■國際園藝學會主席安東尼奧．蒙

泰羅在開幕式上致辭。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添翼 攝

■北京民眾在本屆草莓大會博覽園沙盤前駐足觀看。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添翼 攝

■本屆草莓

大會吸引大

量國際展商

參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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