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

3

24小时服务热线：0536-5253221
2021年11月19日 星期五 责编/孙明 王凯旋 美编/籍红

码上看报 码上订报 专题报道 7

2016年，山东省潍坊市寿光
圣城街道于家村村民高象鹏牵头
成立了鹏远果蔬合作社，想带领
大伙儿不重产量重质量，种植优
质蔬菜。然而，说服大伙儿的过
程让他四处碰壁：“都是老种菜
的，很多是我长辈，大伙儿不信
什么标准化，只信自己的‘老把
式’。”

2018年，“没办法”的高象
鹏建起示范棚，示范标准化生
产，于 2019 年通过了全国蔬菜
质量标准中心的认证和挂牌。

“咱按照中心提供的优质西红柿
标准进行生产，产量比其他农户

下降了约一半，但含糖量等指标
提升一倍以上，平均售价翻了五
番，可让老菜农们开了眼。”

2020年，一处占地170余亩
的标准化生产园区开建，老菜农
拿出积蓄入股，“棚二代”返乡加
入，种植和销售分工明确，在“别
拿番茄不当水果”的口号下，一盒
包装精美、约1.7斤重的于家村小
西红柿，售价高达68元。

如今，“以前凭经验、现在
靠标准”成为于家村的共识。

前不久，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印发了 《农业生产“三品一标”
提升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提

出将“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
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纳入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
代化的重要内容。更加凸显了农
产品标准化的重要性。

为了站稳蔬菜产业标准化高
地，2018 年 7月 12日于寿光挂
牌的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率先
发力。中心主任付乐启介绍，这
是一个由蔬菜质量标准研究中
心、蔬菜国际标准合作中心、蔬
菜质量标准检测中心、蔬菜质量
标准服务中心构成的蔬菜产业

“新高地”。

从老把式到标准化生产
寿光怎样抢占市场话语权
在 人 们 的 印 象

里，“寿光”两个字
在蔬菜产业界是自带
光环的：宏大规模的
蔬菜种植地、庞大的
蔬菜交易集散地、远
销海外的蔬菜出口基
地……现在，一个全
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
的建成更为这个以蔬
菜闻名的县级市灌注
了新的内涵。

寿光市现代农业高新技术试验示范基地

在中心3年的研制推广下，一个覆盖主要作物
的全产业链标准体系的蔬菜质量标准数据库呼之
欲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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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光元素”。

“如果说以前的‘寿光模式’，侧重于输出产
品、输出人才、输出技术；那么现在的‘寿光模
式’，则正在向输出标准、输出机制、输出体系方
向转变。”寿光市委书记赵绪春说。

变化正在发生。在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的影
响下，蔬菜产业的“寿光模式”正在向标准化的
新高地迈进。

以“工厂化”理念建设和运营农业园区。寿光
2018年以来已规划建设了总占地2.3万亩的18个
重点蔬菜园区，全部推广应用自动温控、智能雾
化等智能科技设备，物联网应用率超过80％，全
部按照蔬菜质量标准中心标准生产，每个大棚、
园区就是一个“标准车间”“标准工厂”。

2019年，“寿光蔬菜”成功注册地理标志集体
商标，成为潍坊市成功注册的第一件集体商标，
对寿光蔬菜提升品质、树立信誉，提高品牌知名
度和市场占有率起到了积极作用。2020年，寿光
蔬菜产业集群被确定为全国首批50个特色农产品
优势产业集群，蔬菜年交易量达900万吨，交易额
200亿元。

如今，有了黄瓜、西红柿等主要设施蔬菜全产
业链生产规范以及日光温室建造规范、园区建设
运营规范等“寿光标准”，“寿光模式”创新升级
就有了充足的底气，已经能够为设施蔬菜产业问
题提供包括标准、机制和体系等在内的集成解决
方案。 来源：农民日报

其一，汇集了方智远、李天来、
邹学校、赵春江4名院士领衔67名
专家，以及46人的本地专家。

其二，与中国农科院、中国
农大、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等 40
多家省级以上科研院所建立合作
共同开展技术研究、科研攻关、
产学研合作和交流培训。

其三，集成 2369 条蔬菜产

业链相关标准，形成 14 大类、
182个品类的蔬菜标准数据库。

其四，编制完成 37 种蔬菜
的54项生产技术规程，启动16
项国家、行业标准和102项地方
标准研制工作，其中，1项国家
标准计划正式下达，番茄、黄瓜
两项农业行业标准获农业农村部
发布，5项地方标准完成评审。

其五，通过每年举办高峰论
坛、成立国家蔬菜质量标准化创
新联盟、认定试验示范基地和借
力国家战略等渠道，已在全国认
定 27个试验示范基地，提供基
地线上申报、蔬菜质量全程管控
等服务。同时，发挥中心的资源
优势，帮助基地生产的标准化好
菜找到更好的销售渠道。

谁掌握标准，谁就占领制高点

用“标准化”掌握话语权，中心做了这样几件事：

“寿光模式”
正在向标准化的新高地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