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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业研发

科技助力 标准赋能

在这里 看见中国蔬菜产业未来
8月29日，新华社播发通讯《在这里，看见中国蔬菜产业未来》。文章说——

1989年，17个冬暖式蔬菜大棚在山东省潍坊市寿光三元朱村试验成功，“大棚革命”序幕拉开，一举奠定了寿光30余年

“中国蔬菜之乡”的地位。如今，寿光年播种蔬菜面积达60万亩、年产450万吨蔬菜，是全国名副其实的“菜篮子”。站在新起

点上，寿光推动蔬菜产业由传统生产基地向综合服务基地转型，推动以农业全产业化为核心的“寿光模式”提质升级。

为探索蔬菜行业质量标准化，2018年 7
月，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在寿光挂牌成立。
该中心通过研制和推广蔬菜全产业链标准，实
现全国蔬菜产业提质增效。

建设蔬菜质量标准数据库、建立覆盖主要
作物的全产业链标准体系，助力“寿光标准”
在26个省份落地开花，全国新建蔬菜大棚中
一半以上有了“寿光元素”。此外，潍坊寿光
常年派出8000多名技术人员在全国各地指导
蔬菜生产，向全国26个省区市提供农业问题
集成解决方案，“寿光模式”逐步推向全国。

除了输出人才与技术，旨在打造开放包
容、互惠共赢的国际农业合作新平台的中国
（寿光）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以下简称“菜
博会”）至今已连续成功举办了22届。展会
期间，国内外蔬菜产业及其相关领域的园艺技
术、高科技栽培模式、名优蔬菜品种、现代农

机装备、优质生产资料得到充分展示和推广，
使寿光进一步奠定中国蔬菜产业的中心地位。

春末夏初，2021 年菜博会如约而至。
在展馆里，管道栽培、树式栽培、苗床栽
培、雾培、复合式栽培等高技术含量的蔬
菜栽培模式让参观者应接不暇，充分感受
到农业技术迭代升级的神奇魅力；太阳能
导光和光纤照明种植系统，诉说着低碳农
业的前景；鱼菜共生系统让观众近距离感
受循环农业的奥秘；智能物流栽培系统、
潮汐物流栽培系统、吊挂番茄等集约化生
产技术指引出智慧农业的发展趋势……

在产业前端做好种业研发，在中间种植环
节提升标准化水平，在后端培育和拓宽区域品
牌，在寿光，一幅事关中国蔬菜产业未来发展
的宏伟蓝图正徐徐展开。

作者：半月谈记者 徐宁

自主研发破解“卡脖子”难题

从事种业研发20多年的寿光市三木种苗有限公司董事
长刘树森回忆，寿光蔬菜产业刚起步时，种植户都用农家
种子，产量较低。到了20世纪90年代，蔬菜种子研发领域
世界排名前十的企业纷纷进驻寿光。高峰时期，西红柿、
无刺黄瓜等洋种子占据七八成市场份额，经常随意提价，
菜农有苦难言。

山东寿光蔬菜种业集团营销负责人刘京祥说，像彩椒
等进口种子，贵的时候一粒能卖一块钱，老百姓种一亩
地，光种子成本就能有2000多元。

种子利润被人拿走，持续创收就没戏。为了尽快突破
卡脖子技术，2010年，寿光蔬菜种业集团成立。2014年，
集团收购了荷兰贝尔亨蔬菜育种农场，在此基础上建设了
寿光蔬菜产业控股集团荷兰有限公司，成为第一家在荷兰
设立的以研发创新为主的农业中资公司。

出海势头日渐强劲，不仅为搭建“国际蔬菜种子谷”
提供了良好机遇，更反哺本地种业育种能力建设。在寿光
蔬菜种业集团，高标准的种质资源库、分子育种实验室、
种子加工车间、种子周转库已经建立起来，实现育种研发
到种子生产一条龙。“种质资源库可保存种质资源20余万
份，目前入库育种材料2.1万份，是目前山东省最大的蔬菜
种质资源保护中心。”寿光蔬菜种业集团研发中心主任程琳
说。

对于菜农而言，如果不亲自观摩、品尝新品种，一般
不会轻易选购。为了搭建蔬菜良种展示平台，寿光自2013
年起连续举办了14届中国（寿光）国际蔬菜种业博览会，
累计参展单位3400余家，接待40万多人次。

兼顾种业技术“引进来”和“走出去”，寿光近年来共
培育起7家种业龙头企业，自主研发蔬菜品种达到140个，
年繁育蔬菜种苗达17亿株，全市国产蔬菜种子市场占有率
由2010年的54%提升到目前的70%以上。

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

在占地1500亩的寿光现代农业创新创业示范园，160
个高标准大棚整齐排列。这些大棚由寿光国资企业投资建
设，租赁给周边农户经营。

“自己建大棚需要30多万元，现在只需付3万元租金就
行。”村民刘相勇在园区租赁了5个大棚，一年蔬菜销售收
入超过40万元。

园区运营经理韩永琦介绍，过去农户种菜，用种用肥
不统一，管理技术有高有低，蔬菜质量参差不齐。现在园
区实行统一的农资采购，技术指导，对外销售，且直接对
接国内知名电商平台。“园区+农户”的种植方式，实现

“小农户”与“大市场”的有效衔接。
2018年以来，寿光规划建设总占地2.3万亩的18个重

点蔬菜园区，全部应用智能设备，物联网应用率超过
80%。水肥一体化设备、自动放风设备、自动卷帘设备、
自动喷淋设备、遮阳网、补光灯……借力高科技，寿光蔬
菜生产全力向“智慧农业”迈进。

“智能化设备精准调节温室内的温度、湿度和光照强度
等环境因子，大大提高肥水利用率，农药用量也会因病虫
害减轻而减少。既减轻对环境的污染，又保证蔬菜产量
高、质量优。”现代农业高新技术试验示范基地技术总监刘
立功说。

有了高科技，菜农们的劳动强度也降低了。洛城街道
东斟灌村51岁的种植户李保先说，点开手机就能随时看到
大棚温度、湿度等数据，还能远程遥控卷帘、放风、浇
水。“在家喝着茶、哄着孩子就能种菜。”

将“寿光模式”推向全国

多款机器人协同配合，实现巡检、采摘、运输全自动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