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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街道前疃村是传统的
番茄种植专业村。近年来，随着
产业结构调整、终端市场变化，
村里的番茄产业也面临着转型
的挑战。不断涌现的番茄新品
种，消费者对番茄品质的高要
求，让前疃村菜农发现了机遇。
2014年，前疃村率先整合村内
及周边8家蔬菜市场，成立了蔬
菜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合作社
蔬菜检测室也成为寿光市第一
家村级蔬菜检测室。合作社办
公及服务设施配套齐全，集技
术培训指导、蔬菜购销和蔬菜
质量检测于一体，在打造绿色
品牌、确保蔬菜质量安全的同
时，也架起了集体增收、村民致
富的桥梁。2016年，前疃村因地
制宜流转土地建设了一处高规
格蔬菜大棚园区，当年发展大
棚100亩。随后的几年里，园区
规模不断扩大，也吸引了本村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村创业。
如今，前疃村不仅申请了“古
硕”牌番茄商标，还于 2020 年
获得了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
生产基地认证。合作社也与国
内多家购物平台及大型连锁机
构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在日
常管理中，合作社严格遵循标
准化、统一化的生产流程，力保
番茄的品质与安全。从基质、肥
料，到防虫防病，再到采摘包
装，都有了统一规范。前疃村的
番茄有了品牌，在市场上也更
具竞争力了。

古城街道野虎村，是传统
的番茄专业生产村。近年来，在
村党支部引领下，积极探索产
业升级路子，凝聚人心闯市场，
打造出了一个远销海内外的口
感番茄品牌“迷沙”，坚定了走
品质农业、品牌农业发展的信

心。在产业变革之外，野虎村的
村容村貌、基础建设、村风文
明，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21
年12月，包靠该村的寿光市医
疗保障局为该村订阅了《北方
蔬菜报》，丰富精神文明，送去
先进的蔬菜种植技术。野虎村
的变化，也是农民开拓创新、
奔向农业现代化新征程的生动
实践。

近年来，野虎村的番茄产
业走上了转型升级之路，打造
出了自己的番茄品牌，生产出
的优质番茄远销海内外。这里
还成为了业内闻名的番茄新品
种试验基地，先后有130余家
种子种苗企业在此试验新品
种，召开品种观摩会。村党支
部书记张树铭介绍，这几年，
村两委在紧抓村容村貌村风建
设的同时，更不忘让村民们走
上致富路，依托寿光蔬菜产业
优势，发展蔬菜种植，壮大集
体经济。

随着市场形势发生巨大变
化，番茄价格波动对菜农的生
产积极性产生影响。面对新的
形势，村两委经过多方考察，坚
定了产业升级，走品质、品牌农
业路线的决心。2018年，村里成
立了野虎果蔬专业合作社，按
照“合作社+基地+农户+科技”
的产业化模式进行经营。在日

常管理中，合作社从一开始就
严格农业投入品使用，充分保
证口感，尝试全程标准化管理。
2019年元旦，野虎村的第一茬
口感番茄上市了。“人们一品
尝，就争相夸赞，说这是‘小时
候的味道’，也获得了越来越多
市场的关注。”张树铭说。为了
打造口感番茄品牌，社员们思
来想去，为这款沙瓤、可口的番
茄取名为“迷沙”，并注册了商
标，正式走向了广阔的市场。社
员们从基础学起，学着与客户
联系，做营销，搞电商，逐步打
开了市场。如今，“迷沙”已经
走进了北京、深圳、天津、青
岛等地的高端水果店，还走出
国门，销售到了新加坡等地。
张树铭说，社员种植的口感番
茄虽然产量相对少，但品质却
有了质的提升，在各大市场都
受到了欢迎。与之前种植一般
品种番茄相比，社员们每亩地
收入增加1.5 万元。在合作社
的示范与带动下，越来越多菜
农认识到提升蔬菜品质的重要
性，纷纷要求加入合作社。张
树铭说：“在发展合作社、改
革产业的过程中，我们秉持的
是‘合作共赢’的原则，最重要
的是要让社员们赚到钱。我们
要算大账不算小账，要对得起
社员的信任，要聚起人心，做大
平台，让村民们的日子越来越
好。”随着产业的进步，野虎村
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我
们想要打造出口感番茄的产业
链，也希望全国各地负责任的
优质企业参与进来，与我们一
同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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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潍坊市寿光古城街道是寿光市最早种植番茄的地区之一。近年来，古城街道通过搭建公共平
台、发挥政策优势、优化配套服务等举措，持续打造“番茄小镇”品牌。街道引导相关村建设特色番茄
种植基地，采取“党支部+合作社+农户”模式运营，将质量管理前置，实现了种、管、销一条龙服
务，扩大了古城番茄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引导菜农走向提质增效的发展之路。

古城番茄古城番茄：：
稳步转型稳步转型 踏上品质之路踏上品质之路

为响应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号召，进一步培育高
端品牌、延伸产业链条、优化种植结构、提升农民
收入，古城街道提出了打造“番茄特色小镇”总体
战略布局。在贺东、贺西、金旺、瓦庙几个村里，
创作者们用生态的方式将农业融入景观，将农园美
学融入生活，打造出充满生活气息的景观小品、童
趣又富有艺术性的文化墙。在产业方面，古城以番
茄专业种植户、合作社为主体，以育苗企业科研机
构、合作高等院校为依托，以番茄小镇蔬菜示范园
区为样板，持续推进标准化种植，大力倡导精品意
识、品牌意识，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打造农业“新
六产”。

在寿光金投集团建设的番茄小镇园区里，既有
高标准的设施，也有为番茄生产配备的机械化、智
能化生产设备。各类优质口感的番茄通过不同渠道
迅速赢得了市场认可，成为高端市场的稳定供应
商，打响了园区的品牌知名度。番茄小镇的高标准
大棚，有的长度超过200米，内部配备了当前市场
上所能见到的各种高端智能化设备，包括水肥一体
化、智能放风机、自动喷药机、自动补光设备等，
试验棚内还配备了物联网控制系统。管理者足不出
户就可通过手机APP终端远程遥控放风、补光、控
温施肥、浇水施肥。

早在2019年，番茄小镇高端产业示范园区一期
已建设完成并投入运营，全程对标现代农业前沿科
技，建有高标准智能温室大棚1个，第八代智能化
阳光温室大棚30个，大棚总面积约13万平方米，
一批批的优质农产品在此“出彩”“出圈”。口感番
茄是番茄小镇的主打产品，如“釜山88”“迷彩”
等多个樱桃番茄品种。园区内实行标准化种植和统
一化管理。园区负责从前期大棚建设、品种选择、
农资配送，中期肥药配比、技术指导，到后期产品
销售一整个环节的服务指导。菜农什么都不需要操
心，直接拎包入住。这是一种合作种植的形式。只
要懂种植、会管理的农户都可以洽谈。为了实现标
准化种植，园区除了配备全套的智能设备之外，还
建立了成熟的水肥一体化种植模式，为农户提供一
整套的肥药配比方案，农户按照“种植说明书”操
作，就能生产出优质口感的番茄。2021年3月，园
区成为了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试验示范基地。

为了打造出口感番茄的销售渠道，园区从开始
就确立了“线上+线下”两条腿走路的营销策略，
注册了自己的品牌“番阅”，线上，在京东开设旗
舰店“本源农场”，通过产地直采、一件发货的方
式，打响番茄小镇在电商领域的品牌知名度，用高
品质一步步赢得市场认可。线下，通过新农贸平台
与沃尔玛、家乐福等大型超市的采购商对接，为他
们直供订单蔬菜，将番茄小镇打造成为高端商超的
供应商。

本报记者 王凯旋

走进特色番茄小镇产业转型的“番茄村”

各种樱桃番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