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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国 蔬 菜 质 量 标 准 中 心 推 广 应 用 平 台

挑起蔬菜全产业链“金扁担”
——开局之年看寿光

强国必先强农。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建设农业强国，基本要求是
实现农业现代化。”

行走在山东寿光，进大棚、问
菜农、访市场，感受到农业现代化
的蓬勃脉动。

凌晨3点，孙家集街道范于村
菜农李金涛戴起头灯，钻进大棚。
棚里，智慧温控机、智能喷灌机等
装备一应俱全，一畦畦苦瓜青绿新
鲜。李金涛采摘动作麻利，苦瓜纷
纷入筐，“这个时间，鲜度最好，能
赶上批发市场的早班车。”

凌晨4点，新天地果蔬专业合
作社批发市场里车来车往。蔬菜经
销商王敏利打开手机，核对产地、
生产信息，打包、装车，一车车红红
的甜椒即将发往广州，“品牌菜不
愁卖，一天能走150多吨。”

这里是“中国蔬菜之乡”，平均
每分钟 1.7 万多公斤蔬菜销往各
地。这个“菜篮子”，不仅“买全国、
卖全国”，更发展成近千亿元级的
蔬菜产业集群。

2013年 11月28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山东考察工作时指出：“我
国国情决定了发展现代农业必须
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这是
一件根本性的大事。”

牢记嘱托，这个曾经让冬暖式
蔬菜大棚走向全国的地方，向着农
业现代化目标勇毅前行。立足实
际、再造优势，寿光挑起蔬菜全产
业链“金扁担”，探索既有农业现代
化共同特征，又基于中国特色的道
路。

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一
粒粒国产种子扎根，供给保障能力
提升。

走进田柳镇后疃村菜农王爱
民的大棚，红彤彤的番茄挂满秧
藤，尝一口，沙甜多汁。“种子是蔬
菜生产的关键。”王爱民深有体会，

“10多年前，市面上大都是‘洋种
子’，价格贵不说，还常被人‘拿一
手’。现在的‘宝禄 364’是寿光品

种，产量稳，种得踏实。”
三木种苗有限公司董事长刘

树森说：“为了攻克种子难题，我们
常年扎在试验田里，年复一年，成
功育出‘宝禄’系列品种，农民每亩
种苗成本从1000元降到240元。”

一粒良种背后，是现代化的种
业体系。攻坚、突围，寿光搭建重量
级创新平台，建成山东省最大的蔬
菜种质资源库，院士、专家、企业、
农户握指成拳，产学研结合、育繁
推一体，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蔬菜
品种达178个，国产蔬菜种子在寿
光市场的占有率从 54%提高到
70%以上。

攥牢中国种子，寿光蔬菜种植
面积稳定在60万亩，年产量450万
吨。

农业现代化，科技是动力。一
座座大棚的迭代，彰显科技装备能
力。

“大棚装‘大脑’，种地有准头，
咱们有赚头。”孙家集街道三元朱
村村民王聪说，“从当年的小土棚，
到下挖式卷帘棚，再到现在的智能

‘云棚’，浇水、卷帘、放风，点点手
机就能搞定。”王聪细算“节本账”：
人工成本减少 20%，水肥能少一
半，一座棚一年挣 20万元不成问
题。

寿光市农业农村局局长王立
新说，如今寿光蔬菜大棚已发展到
第七代，物联网应用率达到80%以
上，节地、节水、节肥，更多菜农从
会种地变成“慧”种地。

农业现代化，关键在改革。一
个个新型主体的壮大，激发现代经
营体系活力。

谁来种地？怎么种地？钱从哪
来？

洛城街道东斟灌村，640座大
棚鳞次栉比。人均两亩多地的村
庄，彩椒年产值超过1.5亿元，去年
人均收入4.3万元。村党支部书记
李新生一一道来：

村里成立斟都果菜专业合作

社，懂技术的“土专家”、有想法的
年轻人成为主力军；

党支部领办土地股份合作社，
村民土地集中入股，统一流转，发
展适度规模经营；

村资金互助合作社对接农商
银行等金融机构，给建棚户发放最
高50万元的信用贷款；

改革解难题。在寿光，3005家
农民专业合作社、2213 个家庭农
场、135家农业龙头企业，把众多小
农户“黏”在现代蔬菜产业链上，不
断提升组织化、现代化水平。

农业现代化，产业是支撑。一
条条拉长的链条，锻造强大产业韧
性。

自动生产线转动，切片、注馅、
油炸……茄子变身茄盒，寿光蔬菜
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车间里一
派繁忙。公司副总经理王月娟说：

“瞄准新市场，发力预制菜，我们全
力做好‘一桌菜’。”

车间连田间。27公里外的蔬菜
基地，热火朝天。纪台镇孟家村村
民孟波干得起劲：“茄子应季，一天
能摘5000多斤，有了订单，销售不
愁。”

厚植原料优势，激活加工优
势，寿光预制菜产业规模近250亿
元。“延链、补链、强链，打造现代蔬
菜产业体系，让更多生产基地发挥

更大优势。”寿光市发展和改革局
局长温海涛说。

农业现代化，标准化是标志。
一套套标准体系，凸显产业竞争能
力。

“过去种菜按亩管，现在要数
叶子、算日子。”种了20多年西红
柿的于家村村民高象鹏说，“咱照
着标准干，西红柿含糖量提升一
倍，价格也涨了。”从凭经验到靠标
准，全村的菜农纷纷加入标准化园
区。

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主任
付乐启说：“我们集成2369条蔬菜
产业链相关标准，编制完成了37种
蔬菜的54项生产技术规程。”

标准化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一张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网覆盖
全市，寿光蔬菜抽检年合格率稳定
在 99.6%以上。标准化擦亮“金招
牌”，“寿光蔬菜”区域公用品牌叫
响海内外。

寿光经验被多地借鉴。寿光市
农业农村局蔬菜产业发展中心副
主任张林林介绍，在河北雄安新区
城子村，新建的高标准大棚里刚种
下新品种西红柿；在重庆市开州区
莲池村，25座大棚正陆续投产……
一粒粒农业现代化的“种子”破土
而出，越来越多的农民挑起了“金
扁担”。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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