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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下午8时，潍坊科技学院教师李铮简单说
了几句开场白，学生们就“埋头苦干”了起来。这是“心
心向农”团队新成员加入后的一次重要聚会。已经毕
业的老成员们留下了丰富的调研材料，新成员们需要
抓紧时间梳理，更深入地了解这一团队的信念。在去
年举办的第十七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
技作品竞赛终审决赛中，由潍科教师李铮、李彬、赵忠
伟指导的《保卫“菜园子”：农产品供应链农户风险研
究——基于寿光市果蔬种植户的实证调查》获得了全
国一等奖。这也实现了潍科在该项赛事国赛奖项零的
突破，其成绩更是位列潍坊地区所有高校第一名，全
省同类院校第一名。今年，该团队准备继续深入调研，
做出更多实际成果，冲击更高的奖项。

学以致用想农所想
传承为农服务信念

日前，在重庆市开州区南门镇莲池村的蔬
菜大棚，成片的西红柿、茄子等蔬菜长势喜人，
陆续进入采摘期。

“这一片是刚建成的南门科技示范园，占
地100亩。”鲁渝协作（寿光）蔬菜现代产业园
——南门科技示范园技术员肖在军表示，示范
园共有蔬菜大棚25个，其中10多个蔬菜大棚
已正式投产，第一批蔬菜总产量预计达 3万
斤。示范园迎来首次丰收，标志着以机制创新
为动力、以蔬菜产业为抓手、以共建园区为平
台的“寿光模式”在开州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寿光市与开州区展开深入合作，把蔬菜种
植模式作为鲁渝“联姻”的礼物，复制给开州，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产业振兴，联手
打造东西部协作样板。为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开州通过建设蔬菜现代产业园，实现了本地农
民“三份收入”，即土地租金、务工薪金、分红股
金。以竹溪镇春秋村蔬菜种植大户任登秀为
例，以前每亩地收入约1.5万元，按照“寿光模
式”种植的蔬菜每亩收入约7万元，每亩地净
增收5.5万元。

从种苗培育到销售，鲁渝协作（寿光）蔬菜
现代产业园由寿光农业发展集团实行专业一
体化运营。近年来，在寿光本土领军农业企业
的带动下，寿光的蔬菜种植技术和模式正加速
推向全国各地，目前已建成和即将开工建设的
农业园区共200余处。

多年来，寿光人在抓好自身蔬菜产业发展

的同时，不断把寿光蔬菜的技术、人才、标准、
问题解决方案推向全国，带动全国农民增收致
富。如今，寿光常年有8000多名农业技术人员
在全国30个省（市、区）建设农业园区或指导
蔬菜生产。

过去，由于企业技术和个人经验不同，推
广过程中曾造成一定的质量差异问题。不过，
伴随着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落地寿光，这一
问题迎刃而解。

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自成立以来，立足
寿光蔬菜产业发展优势，围绕品种培优、品质
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以设施蔬菜全
产业链标准集成和研制为突破口，全面总结寿
光设施蔬菜生产管理经验，强化技术标准和管
理模式示范推广，取得了积极成效。

在雄安新区，新建成的高标准大棚里，
33000株口感西红柿长势旺盛。这些西红柿都
是寿光从十多个口感好、销量高的西红柿品种
中，精心挑选出来的。雄安乡村振兴寿光工作
专班成员孙明说：“我们专门在全国蔬菜质量
标准中心的气候模拟室，把雄安这边的温度湿
度，整个气候包括土壤，全面模拟了一遍，确保
这些品种能够在雄安这边种植成功。”

“从寿光来的专家帮我们建棚，手把手教
我们技术，我们老两口这把年纪了，在家门口
还能收入20万元，你说我们的积极性能不高
嘛。”雄安新区容城县贾光乡城子村村民刘冬
明说。从过去的大田作物到如今的高标准设施

蔬菜，看着满棚的西红柿，种植户们的干劲也
更足了。

现如今，依托寿光蔬菜产业发展优势，以
蔬菜全产业链标准为突破口，全面总结设施蔬
菜生产管理经验，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先后
完成了16项国家、行业标准和110项山东省地
方标准立项，建设形成了14大类、182个品类
的蔬菜标准数据库，牵头制订了《粤港澳大湾
区蔬菜生产基地良好农业操作规范番茄》等6
项团体标准，完成了农业农村部《日光温室蔬
菜全产业链标准梳理和标准体系框架构建》等
一系列项目。

按照“探索建立蔬菜生产的‘寿光标
准’，进而形成全国标准、世界标准”的要
求，近年来，寿光在全力抓好蔬菜标准集成
的基础上，打造现代农业标准输出中心，先
后在江西井冈山和瑞金、重庆开州等地建设
了大型蔬菜基地，也已在山东、江西、内蒙
古等7个省（市、区）培育认定了50家试验
示范基地，蔬菜标准化面积达7.6万亩，起到
了很好的示范带动作用。

站在新的起点上，寿光始终坚持世界眼
光、全国定位，以生产标准化、农业园区
化、蔬菜品牌化、农民职业化、乡村宜居
化、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抓手，不断赋予“寿
光模式”新的时代内涵，为打造乡村振兴

“齐鲁样板”贡献寿光力量。
来源：寿光日报

“寿光模式”在全国落地生根

李铮介绍，“心心向农”团队组建以来，以寿光
蔬菜大棚种植户为研究对象，主要调查农户在农产
品供应链中面临的风险。“现在，原来的部分成员已
经毕业，从团队离开。同时，又有一些新成员加入。
团队实现新老交替，但为农服务的初心不变。”

2019年，潍科金融工程专业的大二学生鲍鑫
媛在网上看到了菜农种菜滞销或赔本的消息，萌生
了利用自己的专业为菜农找出解决之道的想法。当
时她正在乡村振兴研究院担任助力，有机会接触更
多蔬菜产业的信息。在进一步调研中，她与同校的
王俊杰经过一番讨论后，决定成立一个团队专门来
做这件事。“我们的目的是通过调研，找出农民在种
植、经营中面临的实际问题和风险，再结合各自所
学专业的知识，探索出解决这些问题和规避风险的
方式。哪怕能想出一条切实有效的办法，也是为农
民办实事、办好事。”两人向学院的李铮、李彬、赵忠
伟等多名教师咨询了意见，并得到了他们的支持。

随后，又有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陆续加入，他们来
自农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心心向农”团队正式
成立。

随后，他们历时一年半，首先在山东寿光开展
了实地调研，足迹踏遍寿光12个镇街的128个村
庄，深入农业生产，了解农户生活，获取了大量第一
手资料，并从农产品供应链、农户风险管理等视角
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在这一过程中，一份《保卫“菜
园子”：农产品供应链农户风险研究——基于寿光
市果蔬种植户的实证调查》报告“出炉”了。

李铮是该团队的带队教师之一，他说：“学生们
将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与农业生产、经营相结合，
真正做到了学以致用，服务地方。金融专业关注农
业生产资金安全、风险，农学专业关注农业现代化
和标准化，社会学专业关注农业经营中的人际关
系，不同专业的学生在调研中‘发光发热’，围绕为
农服务的目标，做着力所能及的事情。”

老成员毕业
新成员加入
为农初心不改

今年已是“心心向农”团队成
立的第四年，不少老成员们已经从
学校毕业。随着一级级新生的入
学，团队也迎来了许多新成员。老
成员们不仅留下了大量调研材料，
还将为农服务的信念传承给了新
成员们。“团队成员实现了更新，但
初心一直不变，那就是学以致用，
把知识与实践结合起来，为农民解
决实际问题。下一步，我们会秉持
信念，持续进行调研，为农民们找
出更多致富的方法，为乡村振兴和
农业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
力量。”李铮说。

多年来，潍科高度重视“挑战
杯”等大学生科技创新工作，积极
响应“三看三比”作风竞赛要求，通
过搭建创新平台、构建评审专家
库、优化竞赛训练体系，将“挑战
杯”创新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
程。以赛促学、以赛促教、以赛促
创，在校内营造了浓厚的学术科技
创新氛围，引导和激励广
大学子志存高远、追求卓
越，积极参与科研实践，励
志投身科创报国。

本报记者 王凯旋

初心是让菜农卖菜更稳定 学子把知识用到实践中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