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4小时服务热线：0536-5253221
2023年2月17日 星期五 责编/王凯旋 美编/于梅燕

码上看报 码上订报 新闻资讯 3

赵世祝介绍，三年前，他从朋友口中了解
到了“苹果丝瓜”这一品种。“居然还有这种丝
瓜！”感到无比新奇的他从朋友手中拿来了种
子，在老棚的墙根处种下了几粒。当时棚里种
植的还是彩椒，他的种植经验丰富，效益还算
不错。当年，这几粒种子就结出了不少丝瓜。
椭球状的丝瓜在绿叶掩映下茁壮成长，赵世祝
摘下尝了尝，确实如朋友所说有点甜，做成菜
后也很好吃。第二年，他便在棚里留出两排地
专门种“苹果丝瓜”。“第二年多种了些，主要
是看一下产量有多少以及如何管理。”他说。又
经过一茬的试验，赵世祝逐渐掌握了种植“苹
果丝瓜”的方法。它容易种植，管理简单，生
长周期短，从播种到瓜果成熟大概需要50天左
右。种植时间之外，他还带着丝瓜到村里的蔬
菜市场咨询，了解这种丝瓜的销售行情。一位
菜商告诉他，这种丝瓜在南方市场供不应求，
价格比普通丝瓜高一倍多，如果赵世祝有货，
他可以直接采购。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赵世祝便打定了主
意，改种“苹果丝瓜”。2021年，他不再种彩
椒，而是种上了满棚的“苹果丝瓜”。在他的精
心管理下，丝瓜很快就到了采摘期。原先约定
好的采购商如约来到了棚中，采购了第一批丝
瓜，价格每斤7元，而当时市场上的普通丝瓜仅
每斤5元。村头市场也来采购了，每斤8元，直
接运到广东。赵世祝算了一下，仅一茬“苹果
丝瓜”的收入，就比一般丝瓜高了一倍多。“价
格最高的时候是春节，卖到了每斤10元。”他
说。“苹果丝瓜”的采摘期虽然与一般丝瓜差不
多，但单果重，亩产高，单价也高，效益提高
了一大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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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光洛城街道的斟灌城里村，多年来村
民一直以种植甜椒、丝瓜为主。价格稳，收
益好，蔬菜产业让村民们日渐富裕了起来。
近年来，全国各地都开始发展起了蔬菜产
业，斟灌村民们也有了越来越多的“竞争对
手”。创新，求变，是蔬菜产业转型升级的
突破口。在村东头的一栋大棚里，“改变”
已经悄然产生，并渐渐生长了起来。这栋大
棚全长120米左右，高10米，是去年11月
底新建的。棚主名叫赵世祝，是斟灌村一位
种了30余年蔬菜的老菜农。“这栋大棚建起
来共花了67万，其中从银行贷款了20万。”
赵世祝说。采访的当日，他正在棚中忙碌工
作着，似乎重新焕发了青春的光彩。年近花
甲的他为何要建这栋新棚，又是什么让他开
始了二度“创业”？

在赵世祝的棚中，记者找到了答案。时
值初春，天气晴朗，赵世祝停下手里的活
儿，向记者展示了他的劳动成果：一个椭球
状的果实，大小如瘦了一圈的小冬瓜，重量
七两左右。这是一种丝瓜，俗称作“苹果丝
瓜”。与一般丝瓜大相径庭的是，这种丝瓜
不仅形状变成了椭球状，口感也有所差异。

“这种丝瓜在南方市场上很受欢迎，主要是
制作特殊的菜肴使用。由于口感较甜，所以
还可以当水果生吃。”他说。“苹果丝瓜”产
量比较大，每亩在3.5万斤左右，而普通丝
瓜的亩产量是3万斤。“苹果丝瓜”市面上的
收购价最低是每斤7元，最高达每斤10元，
还常常供不应求，效益非常可观。赵世祝
说，有的外地收购商打听到他这里有“苹果
丝瓜”，便直接来到棚里收购。

2022年，“苹果丝瓜”种植大获成功，市场需求也
稳定增加，原先一个棚的产量无法满足菜商的采购
热情。于是，赵世祝有了进一步扩大种植的念头。说
干就干，当年，他就拿出了种彩椒存下的钱，又从银
行贷款20万元，在村东头建起了新大棚。新大棚长
度、高度、宽度都比老棚增加了，他也可以大展拳脚。
11月，新棚刚建好，他便在棚里种下了2万株“苹果
丝瓜”。记者采访的当日，他的两个棚里的丝瓜刚采
摘完一次，卖出了每斤8元的高价，比一般丝瓜每斤
高出近2元。

赵世祝的特色种植逐渐在周围的菜农中间传了
开了。不少菜农钻进了他的棚里，满眼新奇地观察着

“苹果丝瓜”。市场需求量的增加，让赵世祝更需要
“同伴”。于是，首先在同村，随后在周边村，陆陆续续
有十几户村民跟着他种起了这种丝瓜。在技术上，他
本着开放的态度，教会了他们如何种植，如何管理。
来自广东、福建、浙江的很多客商也纷纷联系他，因
产量有限，价格一天比一天高。如今，在斟灌城里村
和周边，已经逐渐形成了一批“苹果丝瓜”种植专业
户。特色农产品种植不仅让菜农的钱袋鼓了起来，也
让村里的蔬菜产业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希望带动周边村民扩大苹果丝瓜种植规模，形
成特色蔬菜的规模化种植，这样一来咱们种植户的
收入就越来越高了。”赵世祝说。在他的棚里，还种植
着几个不同品种的丝瓜，他打算继续筛选出适合农
户的新品种丝瓜。创新，就发生在寿光的大棚里，生
长在寿光菜农的汗水中。 本报记者 王凯旋

建设农业强国，人才是关键，创新是动力。唯有源源不断的人才和
持续不停的创新，才能推动农业的转型升级和农村的产业崛起。山东省
寿光市在打造蔬菜全产业链的过程中，依靠的也是几十年来雄厚的人才
积累。这些人才不仅仅指的是各农业院校、研究机构的科研人员，也包
括根植于寿光大地上耕作了数十年的广大菜农。新一代菜农为蔬菜产业
升级带来了新的活力，老一代菜农也在农业创新中发挥着余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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