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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城电大生态农场位于
幸福大道之南，黄河涯镇社区
以北，2010年由德城电大投资
兴建，占地400余亩；设有机粮
食种植区、有机蔬菜种植区、
有机药用植物种植区、有机畜
禽养殖区、有机果树栽培区、
现代农业技术教学区、农耕文
化教育体验区、休闲观光游览
区等。农场已建成高标准冬暖
大棚17座，高标准全光照拱棚
12座，连栋温室2栋；大田有机
西瓜30亩，优质桃树35亩，优
质枣树10亩；畜牧肉羊、野猪、
蛋鸡、水产养殖场20亩。

农场以服务农业及观光
旅游发展为宗旨，采用“农场
+基地+协会+农户”的运作模

式，以“教育培训、文化体验、
科技推广、休闲旅游、优质农
产品供应”为主要内容，充分
发挥了五大服务功能：

一是服务于新型职业农
民培训。基地充分发挥场地、
设备、师资等资源优势，与市
人社局、农业局、农广校等单
位合作，开展了农民工培训、
农村电商培训、现代农场主、
农村干部等各类培训达3000
人/次，有效提高了城乡劳动
力的就业、创业能力。

二是服务于现代农业技
术推广。基地建有现代化的农
业实验室、植物保护实验室、
土壤肥料实验室、组织培养实
验室，依托互联网技术支持，

引进物联网智能控制系统，为
推广现代农业奠定基础。同
时，基地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依托省市农科院、寿光有机蔬
菜协会、江苏绿港现代农业发
展公司等，引进开发水肥一体
化椰糠蔬菜栽培、立体草莓栽
培等种植技术，推行科学种
植，带动周边农民增产增收，
依靠科技致富。

三是服务于当地经济社
会发展。基地积极创新合作模
式，引进社会资本，采用PPP
模式扩建职业教育现代农业
技术公共实训中心，缓解了资
金不足等问题。基地还进一步
探索与农民合作社、专业大
户、农业龙头企业等经营主体
开展合作，加快农业产业链的
延伸，实现高新技术、新兴产
业、现代农业的有效对接，打
造京津冀优质农产品供应基
地，示范引领当地现代农业发
展、促进新农村建设、推动经
济社会发展。

四是服务于涉农专业教
学与实训。作为我市职业教育
现代农业技术公共实训中心，
基地不断完善教学、管理、实
训机构，健全相关制度，为观

光农业经营、农村经济综合管
理等涉农专业建设提供服务，
为全市涉农学生创造良好的
实践教学环境和条件，实现教
学与生产、理论与实践的有机
结合

五是服务于优秀传统农
耕文化的传播。为了深入开展
素质教育，开阔学生视野，增
加青少年实践机会，让他们了
解人类农业生产的历史和先
辈们劳动的艰辛，培养新一代
热爱自然、热爱祖国、热爱劳
动、热爱科学的情操，促进青
少年全面发展，农场建设了农
耕工具展示区、农耕过程观摩
区、农耕产品加工区、农舍参
观区、农耕意识文化展示区、
农禽牧渔养殖观赏区、农耕活
动体验区。通过农耕文化的观
摩体验活动，引领青少年走进
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构建新
生代对农业传统文化的记忆，
补上农耕文化的课程，启发青
少年对生命、生活的正确理
解；培养学生对自然、历史、劳
动的兴趣。几年来，有15000余
人通过参观传统农耕文化教
育体验之后，普遍反映说是实

施素质教育的一种好形式。
六是服务于观光旅游业

的发展。农场远离城区，交通便
利，空气清新，规划独特，树木
参差，蝶飞凤舞，花果飘香；加
之各种秀美的富有传统与现
代风格的建筑点缀其间，学习、
参观、采摘、餐饮、垂钓、拓展训
练的人们络绎不绝，成为城南
一处著名的休闲观光的好去
处，每年接待游客数万人。

为进一步加快我园区发
展，推进农业现代化，在保持
原有经营、发展状态不变，稳
步发展的前提下2016年我园
区发展规划如下：园区规划将
建设现代农业培训中心。该中
心建成后，将承担全日制涉农
专业学生实训、现代农场主培
训、农业电商培训、工场农业
展示、休闲娱乐等业务，重点
建设农业物联网综合应用实
训项目，实现农业物联网生产
应用展示、农业物联网技术应
用示范、农业物联网应用效果
研究、农业信息人才教育培训
等功能，为南部生态区建设搭
建现代农业展示、示范、教育、
培训平台。

四四大大功功能能耀耀城城南南
——— 德城电大生态农场助推农业观光发展纪实

在德城区南部生态观光农业区，有一个独具特色的多功能现代农业观光综合体——— 德城
电大生态农场。经过几年的发展，被上级评定为山东省农科院药用植物研究所试验基地、德州
市职业教育现代农业技术公共实训中心、德州市农广校现代农业实训基地、德城区青少年农耕
文化教育体验基地、德州市优质农产品优秀供应基地、山东省乡村旅游培训基地。

中中小小学学生生来来此此进进行行社社会会实实践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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