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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走在产业发展最前沿

从“一棵菜”全产业链
看“寿光模式”创新实践

【编者按】 2021年1月17日，《潍坊日报》在头版头条位

置重点刊发《始终走在产业发展最前沿——从“一棵菜”全产业

链看“寿光模式”创新实践》一文，从一粒蔬菜种子到菜肴被端

上餐桌的全产业链条轨迹中，探寻了“寿光模式”对中国农业现

代化的引领作用及启示意义。现予转载，以飨读者。

“中国蔬菜之乡”寿光，始终奔腾着一
股创新奋进、锐意进取的生机与力量。

三十多年前，冬暖式蔬菜大棚从这里
发源走向全国。三十多年来，寿光倾心种
好“一棵菜”，从昌潍大平原的普通县城，
成长为“买全国、卖全国”的蔬菜集散地，
最终三产融合发展、城乡一体百姓富足，
形成全国有名的“寿光模式”，被习近平总
书记多次肯定。

“寿光模式”的最大成功，在于始终坚
持以产业为核心，围绕全要素、全产业链
创新探索，将种菜这一传统产业，培育发
展成现代化的高效产业，推动农业生产方
式变革，进而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胜
利的重大历史时刻，记者来到寿光，在
火热的发展前沿与乡村振兴实践中，在
一粒种子到餐桌的全产业链条轨迹中，
探寻“寿光模式”对中国农业现代化的
引领作用及启示意义。

打好种业“翻身仗”
牢牢占据“种什么”的主导权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也是寿光蔬
菜产业的源头。

寿光蔬菜蜚声海内外，而在2011年
前的十年间，寿光的蔬菜发展，却存在
着被“卡脖子”的风险。上世纪末，全
球顶尖的种子公司纷纷进驻寿光，因为
产量更高效益更好，进口种子迅速取代
了国产种子。

抓住种子话语权，才能抓住蔬菜产
业发展的命脉。寿光人深知种子的力
量，把抢抓种苗研发作为抢占现代农业
制高点的重大举措，自2012年开始相继
出台蔬菜种业发展扶持政策，拿出专项
资金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立
志打一场种业翻身仗。

近十年过去了，今天的寿光，国产
种子的研发力度持续加大，新品种不断
诞生，竞争力不断增强，民族种业正在
奋力崛起，外国种子的市场垄断正在弱
化。

位于稻田镇的寿光蔬菜小镇，展厅
内陈列着几十种自主研发的新种子，旁
边则是这些种子结出的果实，颜色各异

的小西红柿、形状各异的小黄瓜、五彩
缤纷的小南瓜、莹白如玉的苦瓜、各种
口味的辣椒不断为消费者带来全新感
受。其中的“水果辣椒”，不仅脆甜可
口，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市场价格是
普通甜椒的5倍。

十年如一日抓种业发展，经过不断
投入和培育，寿光市从事蔬菜种子及育
苗的单位发展到401家，自主研发蔬菜
新品种140个，其中获得植物新品种权
保护的蔬菜新品种82个。

“经过试种，国产种子品质、口感都
不错，也耐运输、储存，一点不比外国
种子差，而且价格低很多。”古城街道西
范村，有着20多年番茄种植经验的范庆
军见证了国产种子的崛起。

这些国产种子经受住了市场的检
验，得到了市场的认可。目前，国产种
子在寿光的占有率由2010年的54%提升
到 70%以上，其中黄瓜、圆茄、丝瓜、
苦瓜、豆类、西葫芦、甜瓜、樱桃番茄
等作物国产品种占有率已达 90%以上，
形成了国产化种子占主导地位、种子价
格回归合理区间的新格局。

端好“中国饭碗”，种好“中国蔬菜”。
借助潍坊国家农综区设立的机遇，寿光加
快集聚国内外顶尖资源，全力以赴打造

“种业硅谷”。
在国内，建立国家级蔬菜产业技术创

新联盟，推动国家现代蔬菜种业创新创业
基地建设，农业农村部蔬菜种子质量监督
检验测试中心寿光分中心、中国农业科学
院寿光蔬菜研发中心等国字号平台相继
落地，成立了国内唯一的蔬菜感官评价实
验室，正在与中国农科院合作建设国家蔬
菜智能分子设计育种创新中心；走出去，
与荷兰、以色列等国家展开合作，建起了
全国唯一的蔬菜分子育种公共实验平台，
跨入了分子育种的新时代。

在国产种子的奋起直追中，寿光蔬菜
产业不仅逐步换上了自己的“芯片”，并且
完成了从“种菜卖菜”到“育种卖苗”的历
史性跨越。“育繁推一体化”，年育苗量达
17亿株，寿光成为全国最大的种苗繁育基
地，90%以上的寿光菜农不再买种子而是
直接买苗子，蔬菜生产由此向前迈进了一
大步。

专注种好“一棵菜”
走出高质高效高端发展之路

怎样把菜种好?从在寒冬腊月种出顶
花带刺的黄瓜开始，寿光就一直在探索创
新，踏出了一条科技化支撑、标准化引领、
组织化发展的路子。

从最初的“土棚子”到嫁接互联网的
第七代大棚——“云棚”，寿光蔬菜种植
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只要点开手机
APP，就能随时看到大棚里的温度、湿
度等数据，能用手机遥控卷帘、放风、
浇水等，在家喝着茶、哄着孩子就能办
了。”洛城街道东斟灌村54岁的李义海
说，原先两口子只能种一个棚，现在能
同时管理好几个。

“云棚”的出现，让寿光蔬菜生产从
“汗水农业”迈向了“智慧农业”。一方面是
劳动强度的降低，菜农们挺直了腰板。另
一方面是实现了对光、温、水、气、肥等生
产要素的精准调节，蔬菜无论是产量还是
品质都有了大幅提升。

目前，寿光80%以上的新建大棚采用
了智能温控、水肥一体化等物联网技术，
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贡献率达70%。

以新技术、新设备、新模式的集成推
广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蔬菜大棚更新换
代之外，寿光还探索建起了中国(寿光型)
智能玻璃温室，由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春江
领衔规划设计，应用了 120 多项专利技
术，比“荷兰模式”降低耗能一半以上，精
准水肥、潮汐灌溉、智慧气象、智能调控、
智能工厂、多功能机器人等尖端设备一应
俱全。

寿光型智能玻璃温室为全国蔬菜生
产竖起了全新的“风向标”。

除了生产设施的现代化，寿光蔬菜产
业发展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将30多年积
累的种植技术和经验集成为了标准，从靠

“经验种菜”到靠“数据种菜”，蔬菜生产更
高质高效。

将“寿光标准”升级为“国家标
准”，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落户寿光，
全面推行从种苗到餐桌的全产业链标准
建设，实现蔬菜高质量、高品质、高颜
值。（下转A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