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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
态、组织振兴。

为积极响应党的二十大号召，顺应中央政策，迎合时代背景，构建以政府、品牌企业、菜农良性互动为基础、赋能果蔬种植重点区域提质增效的
“三农”服务平台，北方蔬菜报联合有关涉农权威单位，特别推出“乡村振兴技术服务中心”项目，意在通过建立全国性的“技术服务中心”，扶持优秀
农资经营站点，规范、优化农资市场。助推农业强国，实现中国梦！

1.北方蔬菜报社统一认证，统一挂牌。
2.聘服务中心负责人为《北方蔬菜报》技术顾问。
3.北方蔬菜报安排技术专家，为服务中心提供坐诊服务。
4.北方蔬菜报为服务中心量身打造年度活动。
5.报纸、官微、蔬菜云APP及所有官方渠道，定期发布合伙

人名单，免费发放《北方蔬菜报》50份全年报纸。
6.优先参加北方蔬菜报举办的各类专业性技术培训和论

坛，如电商直播培训、农技线上培训等活动。
7.每年举办两次技术培训、交流活动，共享国内领先技术、

产品、模式等。
8.本报开辟“乡村振兴”专栏，将对服务中心进行报道与宣

传。
9.对有突出贡献者，可获得北方蔬菜报社的表彰和奖励。

1.诚实、守信，责任心强，具备一定的组
织、协调和沟通能力，能够顺利开展各项工
作。

2.擅长设施蔬菜种植技术，且从事技术
服务达3年以上，乐于分享，具备线上、线下
传播技术、解决病虫害防治等服务能力。

3. 维护乡村振兴技术服务中心集体荣
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全国各地农资经销商

一、报名条件及要求

二、服务中心报名对象

三、技术服务中心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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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行走在蔬菜生产一线，孙
国峰深知种菜不易，不仅棚室设施
投资大，而且蔬菜生产中诸多农资
品也会产生较大影响。而单纯地传
播蔬菜技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
产难题，于是，他选择产品和技术
并行，结合当地土壤情况，从配方
施肥、种苗选择及管理模式等方面
制定了全程的服务方案。“做技术
服务不能照抄照搬，必须结合当地
的实际情况。”孙国峰说，当地土
壤为白碱土，偏盐碱，菜农也不注
重底肥的施用，使得蔬菜在生长过
程中，长势偏弱，病害多发，对产
量和品质影响较大，造成投入产出
不成正比。

但多年的种植经验又岂能轻易
改变？为此，孙国峰慢慢渗透到菜
农心中、生产一线，在经营农资店
的过程中，坚持优选农资产品，定
期进棚指导，经过指导的蔬菜收益
有了明显提升后，逐渐得到了菜农
们的一致认可，并被亲切地称呼为

“孙老师”。销售产品，做技术服
务，这看似应该是经营农资店的全
部，可孙国峰却不想止步于此。

“以粉果番茄为例，在过去的几年
里，当地亩产 1.2 万斤，习以为
常，但实际上却大有可为。”孙国
峰说，改变蔬菜某一环节的管理或
投入品，对最终结果的作用甚微。
于是，在有一定信任的基础上，他

选择村内思路灵活、种植面积较大
的菜农与之合作，并作为试点，计
划以点带面，从根本上改变当地菜
农的种植观念。

经过从种苗、管理、投入品到
蔬菜销售的全过程服务后，参与菜
农有了多方改观，从不重底肥施用
重冲施到配方施肥，从黄瓜定植后
开花便留瓜到如今推迟到6叶后留
瓜，从番茄每穗留两三个果、全株
留5穗到全株增加一穗果，且每穗留
果增至4个-6个，番茄亩产量也从
原先的1.1万斤-1.2万斤到现在1.8
万斤-2万斤，品质也有了很大改
观，空心果和畸形果等大幅减少，
当然，整体收益有了明显提升。

聚力同行 做有“质感”的农资推广者
2月27日，山东鹏轩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与《北方蔬菜报》乡村振兴服务中心在山东省寿光市正式签约，预示着全国首家“乡村振兴服务站”在山东省

德州禹城市市中街道正式落地。这为提升公司服务质量，助推当地蔬菜产业健康发展迎来了良好开端。
孙国峰，山东省寿光市纪台镇人，有二十多年的种棚经验，在北方多蔬菜产区从事了十五六年的农技服务工作，目前在市中街道经营公司有四年多时

间，服务周边三个镇街及禹城北一园区，常年为农户免费发放《北方蔬菜报》。成为“服务站”后，他希望能与更多有志之士，用更具“质感”的服务，助
推当地蔬菜产业更上一层楼。

“这一声‘孙老师’，让我觉得肩
上的责任很大，而个人之力毕竟有
限。”孙国峰说，农技服务无止境，
农资产品也急需上档升级，在这发展
瓶颈之际，《北方蔬菜报》乡村振兴
服务中心推出了“乡村振兴服务站”
项目，意在通过建立全国性的“服务
站”，互通有无、定点服务、平台协
作，进而扶持优秀农资经营站点，规
范、优化农资市场。这恰好给出了最
好的助力和答案。于是，他决定加入
其中。

在试点的一茬蔬菜结束后，他与
菜农进行深入探讨，并计算了成本投
入。由于注重底肥施入，选种抗性强
的种苗，蔬菜生长前期苗齐苗壮，生
产过程中科学施肥，病虫害减少，所
以，每亩农药成本降低 1200 元-
1300元，肥料降低500元-600元。
由此可见，科学种植在一定程度上实
现了药肥双减，但孙国峰心里清楚，
这依然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盛果期单次冲肥量约15千克，
在施入底肥后，冲肥量减至10千克

左右，若继续优化施肥配方，提升产
品档次，那么，施肥量降幅会更大，
而蔬菜的产量和品质还会提升。”孙
国峰说，在加入“服务站”后，他希
望通过北方蔬菜报的平台，吸引更多
优秀企业参与进来，让其提供更加丰
富、优质的农资产品，并在北方蔬菜
报的技术加持下，提升当地的种植水
平，以期用更少的投入，换取更高的
经济收益，并为当地蔬菜产业更进一
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本报记者 刘志梅

一声“孙老师” 传技重担压在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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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国峰指导蔬菜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