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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土地多种用途，六汪镇一观光生态园打造农业综合体新地标

光伏做“针”，串起农业新生态

　　□记者 王培珂 报道
  7月，正是各类瓜果成熟的
时节。王台街道因独特的土壤
特性和适宜的气候条件，种植
出来的水果远近闻名。沙沟西
瓜、岳家桃等瓜果不但给新区
市民带来了甜蜜的享受，而且
助力当地百姓走上脱贫致富之
路。上图：沙沟东村西瓜喜获
丰收；右图：岳家村74岁桃农薛
连金正在采摘蜜桃。

  □记者 梁玉鹏
　　通讯员 薛涵 赵嘉诚 报道
　　本报讯 近日，灵珠山街道社
会治理中心接到群众反映：某厂房
附近厕所为露天旱厕，并且厂里机
器产生的污水直接排进小树林，导
致异味很大，严重影响了生活环境。
　　网格员了解情况后，立即通过网
格组团化上报至社会治理中心平台，
与生态环境办、城市管理中心、执法
中队等部门联勤联动进行处理。
　　各部门赶到现场综合研判后，先
由生态环境办控制加工点污水的排出，
执法中队协调第三方进行抽厕，疏通厕
所后，城市管理中心再进行协调改厕，
多方协同，确保问题得到根本解决。

群众举报有异味
网格组团来帮忙

■灵珠山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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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梁玉鹏
　　
　　近日，记者在六汪镇刘新村上上
农业观光生态园看到，一部分工人正
在对光伏设备进行安装调试，还有一
部分工人正在园区里的桃树林里忙碌
着。据了解，上上农业观光生态园的
项目主要有生态旅游观光服务以及光
伏发电，产品为绿色蔬菜、花卉、苗木、
水果等。园区通过整体规划、合理布
局，致力于打造农业综合体新地标。

  “一期园区总面积在1500亩左右，
种植了大约200亩桃树、100亩樱桃树，
还有其他的一些果树。”上上农业副总
经理井凌风告诉记者。“我们的主要产
业是光伏发电项目，果树种植只是互补
产业，我们叫做‘农光互补’。通过产业
互补，打造田园综合体，实现一块土地
多种经营。”井凌风告诉记者，因为桃树
种在光伏板中间，这样就使园区的桃子
成熟期稍晚，能达到错峰销售的效果，

“今年园区桃果大概套袋25万个，产量
在12万斤左右。”
　　绕过桃林，在园区的北边，一处宽
阔的水面映入眼帘。“这里将来会进行
渔业养殖，养鱼池的上面将打造光伏
发电项目，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渔光互
补’。”井凌风拿出园区规划图给记者
看，通过整体有序的合理规划，整个项
目在保证光伏产业顺利进行的同时，
发展立体农业，一年四季赏花摘果，打
造乡村旅游新地标。

　　

　　记者在现场看到，园区的光伏发
电相关设备已经进行了前期安装，一
根根的柱子间隔一定距离整齐地安插
在园区内，“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钢结
构进场安装，接下来还有其它的安装
调试工作。”井凌风介绍，刚才看到的
柱子就是安装光伏板的底座，行距十
米，列距大于四米。“我们采用的是‘追
光式’光伏板，它会根据一天当中太阳
的不同位置自动调节角度，来获得最
大限度的采光量。”据介绍，这套追光
系统是企业自主研发的，目前正在申
请专利。
　　“我们经过研究尝试发现，在这个地

方光伏板与太阳之间的夹角在18度时为
最优夹角，光能的转化率也是最高的。
相对于投入来说，在这种情况下，光能转
化效率将达到85%，传统的光伏发电项
目大约需要10年左右收回成本，而我们
则只需要4-6年就可以收回成本。”井凌
风告诉记者，现在项目正在顺利进行，预
计今年9月份就能实现并网。

　　
　　
　　“我们园区是通过流转刘新村和
常家庄村的部分土地来建设的。”井凌
风告诉记者，周边村民除了能够通过
流转土地获得收益以外，还可以到园
区工作。“现在还在进行基础设施安
装，雇佣的村民有40人左右，工资最高
的村民每天可挣150元。”井凌风告诉
记者，现在由于都是专业设备的安装，
对工人技术要求比较高。设备安装结
束以后，在这里上班的村民肯定要比
现在多得多。
  “园区下一步将打造总面积一万平
方米的影视棚、建设农副产品深加工工
厂等。我们的目标是不光要有好的产
业项目，更重要的是打造全方位的农业
综合体，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带动地方
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井凌风说道。

  正 在 建
设 中 的 光 伏
温室大棚。 
  □记 者
梁玉鹏 报道

自主产权优势
光伏发电效率高

项目创造岗位
村民家门口就业

产业互补发展
打造农业新形态

  □记者 梁玉鹏 报道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大村镇了
解到，为充分考虑村民精神文化需求，
助力美丽乡村建设，大村镇西十字路
村文化广场开工投建。据了解，该广
场分为硬化广场和绿化公园，建设面
积3000平方米，与中心村村部的室内
文化中心临近，不占用基本农田。
　　据工作人员介绍，大村镇西十字
路村文化广场将设置10米文化长廊、
六角亭等设施。同时，还将设置党建
文化、西十字路村历史文化介绍等专
题宣传栏，将“家风家训家规”融入美
丽乡村建设宣传，着力打造文化品
牌，构建文化载体，突出文化惠民。

建设文化广场
助力美丽乡村

■大村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