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鞍山兰”从甘泉镇惊艳全国
全国56%的君子兰产自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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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宇报道 近日，普兰店

区农业农村局组织召开了平岛海域鑫玉

龙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多功能信息监

测管理平台专家验收会，由辽宁省海洋水

产科学研究院、大连海洋大学及大连十方

科技有限公司相关专家组成的验收专家

组听取了项目组汇报，经现场勘验及质

询，一致同意通过验收。

据了解，智慧海洋牧场管理平台总建

设费用约170万元。该平台搭载多种监测

仪器和传感器，通过实时监测海洋牧场的

水质、水文、气象、安全信息等指标，对海

洋牧场区的生态环境和生产运营进行实

时预警、预报，通过雷达、水上视频监控和

安防设施对海洋牧场的生产安全进行有序

化管理，并利用水下视频监控，对人工鱼礁

区、底播增殖区、养殖网箱等水下目标视频

监测,实现海洋牧场的实时可视化。

多功能信息监测管理平台
让海洋牧场实时可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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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口渔业资源增殖放流
投放5.6亿尾中国对虾苗

本报讯 记者隋冠卓报道 日前，营口

市在西河口渔港码头启动 2024年海蜇幼

苗增殖放流工作，6700万单位海蜇幼苗将

陆续投放大海。除了海蜇幼苗，目前 5.6

亿尾中国对虾幼苗已完成投放。

据了解，2024年度营口市海域渔业资

源增殖放流工作于5月末开始，用于增殖

放流资金共计 920万元，除海蜇和中国对

虾外，还将陆续投放三疣梭子蟹、半滑舌

鳎、大竹蛏等 7 个品种幼苗，累计投放各

类海产品幼苗6.8亿单位。

近年来，营口市强化海洋经济发展、

渔业资源保护与管理工作，采取了一系列

渔业资源修复和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全市

渔业资源养护工作呈现出持续健康发展

态势。营口市已连续开展海洋生物增殖

放流工作 20 年，从 2020 年开始加大增殖

放流力度，提高放流品种、质量和数量。

2023 年营口市增殖放流的海蜇产值约

3500万元，投入产出比为 1：17，增殖放流

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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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贾琼报道 鞍山市千山

区甘泉镇有个中国禾道君子兰产业园，

全国 56%的君子兰花都是从这里销售出

去的。

中国禾道君子兰产业园位于千山区

甘泉镇正汤河村，2015年开始投产建设，

占地 1170 亩。6 月 18 日，该产业园的负

责人陈齐东表示：“产业园是以大棚种植

君子兰花为主，园区内有 20 多种君子兰

产品，销往北京、广东、甘肃、上海等全国

各地，销售占比为全国的56%。产业园内

可以容纳 600 个业户，目前产业园内有

400多个业户在此种植和经营，大多为周

边村庄的农民。大家靠种植君子兰，不

仅拉动了镇域地区的经济，还让村民走

上了发家致富的道路。”

2010年8月，鞍山君子兰荣膺国家农

业部颁发的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证书，

与南果梨、岫玉一样，成为享誉全球的鞍

山名牌产品。

据记者了解，鞍山的君子兰已形成

产业化发展，共有七大君子兰种植区，建

有花窖 5000 余栋，遍布 20个村。值得一

提的是，他们还培育出了鞍山人自己的

君子兰品种“鞍山兰”。

作为鞍山君子兰协会会长的陈齐东

表示，中国禾道君子兰产业园区将把君

子兰产业的发展与休闲旅游结合起来，

发展君子兰休闲观光旅游。园区内有展

示厅，每年 4 月份都会举办君子兰珍品

展，为种植户搭建平台，将鞍山种植的君

子兰销售到全国各地。目前，产业园以

君子兰种植、培育为主，积极推行“企业+

专业合作组织+基地+农户”的产业联盟

经营模式。同时，园区还与省农科院进

行合作研发君子兰新品种、君子兰花茶，

与吉林大学研发机构携手准备进行君子

兰的深加工，在君子兰花叶中提取石蒜

碱及君子兰素这两种抗癌产品。通过君

子兰这张名片扩大鞍山知名度和美誉

度，为地区经济发展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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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30处交警执勤岗变身“马路学堂”
“以学代罚”开展交通安全劝导

去红海滩 看1.5万平稻田彩绘
本报讯 记者徐刚报道“稻田画太

壮观了，快来发个朋友圈……”6 月 16

日，占地 15000 平方米巨幅稻田画惊艳

亮相盘锦大洼红海滩廊道，吸引了众多

游客前来打卡。

稻田作画，又称稻田彩绘，在栽种

时就要花上一番心思，稻田作画看似豪

放，其实是个精细活。景区稻田画主要

的“颜料”采用的是红、黄、绿、紫四种颜

色水稻。

工作人员介绍，栽种前要先设计平

面图，将图案调整为描线图，经过 CAD

处理，提坐标点等。再将设计好的图案

在稻田里同比例放大，每一个点用50厘

米左右的竹竿做标记，竹竿与竹竿之间

用线相连，在地面上勾勒出图案初步轮

廓。打完点后，就要开始繁琐的插秧工

作，为了让最终的效果更加完美，在机

械插秧已经普遍的今天，员工仍旧采用

手工插秧，根据田里的坐标定位，将一

株株彩色秧苗移栽到水田间。

以田为“纸”，执稻为“笔”，经过半

个多月的生长，壮观的稻田画就呈现在

游客眼前。

据了解，今年稻田画分别以“爱我

中华”“初心如磐·征程似锦”为主题。

“爱我中华”融合了辽宁特色地域符号

“玉猪龙”，抒发对祖国浓烈的热爱、眷

恋与忠诚之情，更激励着人们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初心如

磐·征程似锦”借由景观图案生动展现

了盘锦建市以来的发展历程、蓬勃向上

的精神风貌以及喜迎各方宾客的热烈

情怀。

“围绕稻田画区域，打造生态立体

农业模式，实现‘一水多用、一田多收、

生态高效’发展。”项目负责人介绍，在

体验稻作文化的同时景区还设置了多

种多样的娱乐项目，研发农耕体验、一

米生命等研学课程，不断拉长产业链，

持续做好农文旅融合发展大文章，为乡

村振兴提供源源不断的强大动能。

以田为“纸”执稻为“笔”

经过半个多月时间的生长，壮观的稻田画呈现在游客眼前。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