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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博亩维博亩 专治根结线虫专治根结线虫 对蔬菜死棵特对蔬菜死棵特效效
R

灭真、细菌；杀死棵根结线
虫；除杂草；抗重茬；杀地下害
虫；对姜瘟、癞皮、烂脖子、蔬
菜烂秧、病毒、死棵有特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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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真、细菌，根结线虫，抗

重茬，清除病根、生新根，延长

衰老期，对姜瘟、癞皮、烂脖子、

蔬菜烂秧、病毒、死棵有特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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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A2版）
落地以来，中心已经编制完成了

54项蔬菜全产业链技术规范。这些标
准规范正在加速走向田间的大棚。一
场按照标准化、规范化、精准化种植
蔬菜的“绿色革命”，正在从寿光输出
到全国20多个省市，全国新建大棚中
一半以上拥有“寿光元素”。

质量兴农标准先行。寿光实现了
由生产蔬菜到打造蔬菜品牌，再到制
定蔬菜行业标准的“三级跨越”。

在寿光蔬菜发展历程中，合作社
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搭建起了组织化
的经营体系。

领风气之先，这里建立了全国首
家蔬菜合作社联合社。创新推行村

“两委”领办合作社，每个镇街都建有
现代化农业园区，80%以上的农户进
入产业化经营体系，80%以上的园区
蔬菜以品牌形式进入市场。“家庭分散
生产”向“适度规模经营”转变，带
动了传统生产种植模式加快向现代、
高端、标准化的模式转变。

科技、标准、组织，犹如“三驾
马车”，让寿光蔬菜品牌始终处于品质
高地。

新农人勇立潮头
回答“谁来种菜”时代命题

农民是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
体力量。在寿光蔬菜的发展中，农民
始终是一个很关键的要素，其技术、
能力和市场素养状况，直接决定着农
业发展的质量、速度和效益。

一代代菜农走过来，为什么始终
被学习？生长于“农圣”贾思勰的故
乡，寿光菜农先天就有一种首创精神。

如何不依靠农药解决韭菜病虫害
问题?寿光的老农人发明了“在夏天最
热的正午地里浇透水，然后盖上两层

地膜，通过高温杀灭虫卵”的办法；
种出来的胡萝卜大小不一影响销售怎
么办？在技术还不发达的前些年，菜
农想到了从蔬菜的源头种子入手，选
择大小质量接近的种子，以此做到了
品质控制……

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并加以引
导，寿光把提高农民素质、培养职业
农民紧紧抓在手上，努力造就“具有
新思维、新眼光、新技术、新追求，
对农业新业态、新产品的接受能力较
强”的新型职业农民。

在寿光市纪台镇殷家村标准化园
区里，种了三十多年地的“老农民”
殷明俊有了新身份——成为园区里的
一名“职业工人”。他告诉记者，以前
种菜遇到难题，只能向周围有经验的
老种植户请教，但是往往每人一个办
法，没有一条标准。参加了职业农民
培训，他带着种菜中的难题去学习，
种植也有了科学标准，还被现代农业
高新技术集成示范区聘为技术员。

职业培训带来的不仅是技术的不
断升级，更重要的是经营理念和发展
思路转变。化龙镇西丰村的张建华参
加职业农民系统培训后，潜心钻研盆
栽韭菜，注册了“脆鲜碧”商标，亩
均收入达到了3至 5万元，远远高出
温室大棚。“整合周边的种植大户，成
立合作社，产品销全国，我感觉做农
民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

立足创新提升“寿光模式”，回答
好“谁来种菜”这个农业发展中的时
代命题，寿光充分发挥职业院校和蔬
菜产业优势，通过“校园”把涉农专
业学生培育成“准新型职业农民”，通
过“田园”把社会农民培育成“新型
职业农民”，开展了30万农民科技大
轮训工程，全市技术农民达到 2.5 万
人，成为乡村振兴的主力军。

老农人不断升级新本领，年轻人

返乡的也越来越多。在洛城街道东斟
灌村村民李万庆的蔬菜大棚里，五彩
椒挂满枝头，各种先进的农业设备齐
全。李万庆告诉记者，自己技校毕业
后干过汽修、做过技术工人，2013年
在父母的劝说下回村做菜农，几年时
间尝到了农业带来的“甜头”。

同样出身农村的王磊，十几年前
毕业于寿光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现代
农艺技术专业，经过多年的创业实践
和市场磨砺，如今已是寿光市圣晨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公司除育
苗外还专注于番茄新品种的自主研
发，年收益达200余万元。

在寿光，“80后”种大棚的有2万
余人。

老农人的与时俱进、“农二代”的
成长、王磊们的富裕，成为寿光的一
道剪影。这道剪影折射的，是“传统
农民”向“新型职业农民”的转变，
是“农民现代化”的进程在加快，这
既是农业现代化的人力保障，又是乡
村振兴的力量源泉。

做活大市场，
畅通“从田间到餐桌”的供应链

平均一分钟就有8526公斤寿光蔬
菜销往海内外。

“在寿光，没有买不到的菜，也没
有卖不出的菜。”这是农业产业大发展
与专业市场大流通相结合带给寿光的
底气。

凌晨2点，城市还在沉睡中。而
寿光地利农产品物流园里已是车水马
龙——在这个亚洲最大蔬菜市场内，
来自全国各地的蔬菜交易商络绎不
绝，蔚为大观。

“本地菜农大多半夜就摘菜，凌晨
两点送过来，从上海、福建等外地来
的菜在五点开始交易。到六点，近万
吨蔬菜被送往全国各地。”地利物流园
市场部经理孙向明是个“老市场”，他
告诉记者，这里日交易量最高可达
1500 多万公斤，交易额 3500 余万
元，辐射范围达20多个省市和韩日俄
等10多个国家。

市场是产业发展的龙头，决定了
产业发展的空间和命运。寿光在发展
蔬菜产业之初，就把市场建设放在重
要位置，把眼光投向全国，并在发展
壮大中逐渐走向国际化。

地利农产品物流园总经理助理国
明茜介绍，他们成立了电子结算中
心，采用一卡通方式结算，交易品
种、交易量、交易额、产地等信息全
部是实时、准确的。鉴于此，寿光蔬

菜价格指数在2011年正式发布。
寿光蔬菜市场的不断升级提升，

使寿光蔬菜不但占据了蔬菜生产高
地，而且全面占据蔬菜产业链的上下
游高地——信息、价格、营销、物
流、储存、加工高地。这里不仅成为
全国最大的蔬菜集散中心，还是价格
形成中心、信息交流中心和物流配送
中心。

影响着全国蔬菜价格体系的大市
场，将千家万户的农民，与千变万化
的市场相连，撬开了分散经营与大市
场之间的矛盾。以大型综合市场为龙
头、1356 家村头地边集贸市场为基
础，不但寿光蔬菜没有出现滞销和菜
贱伤农的现象，而且外地菜也在这里
同台交易，为缓解各地卖菜难、搞活
农产品流通做出了全国性的贡献。

“五渠通天下、四海集一市”。
农超对接、冷链物流、电子商务

等新型营销模式快速跟进，全市5000
多种蔬菜和种苗实现了网上销售，成
为全国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市。以
此为契机，积极推动供应链与互联
网、物联网深度融合，搭建覆盖全国
的全产业链数字蔬菜供应链，打造蔬
菜产业供应链的“寿光模式”。

年初，寿光蔬菜产业控股集团与
京东物流达成战略合作，依托大数
据、5G、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
术，打通寿光蔬菜从育种、种植、交
易、加工、储运到物流的全环节、端
到端的蔬菜全产业链数据。

线上“菜篮子”也迈出了新步
伐。寿光农业发展集团与多多大学签
约，构建蔬菜产销大数据库，共建寿
光蔬菜数字化上行机制，寿光的主要
蔬菜标杆企业陆续入驻拼多多平台并
开设旗舰店。

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
双循环。一路走来的寿光蔬菜，产业
链更强劲，供应链更畅通。

就在不久前，寿光蔬菜入选全国
2020 年首批优势农产品特色产业集
群，农产品流通现代化工作受到国务院
督查激励。

从一棵菜到一个产业，从一个产业
到一种生态。在全产业链的转型中，寿
光蔬菜完成了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
的演进。

寿光的成功做法启示我们，实现乡
村产业振兴，推进农业现代化，必须遵
循产业发展规律，抓牢产业竞争的每一
个关键环节，才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始终处于引领地位，才能使农业真正
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真正成为
有吸引力的职业。 来源：潍坊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