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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夏村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
形成了经营冬暖式蔬菜大棚的传统。随
着蔬菜产业的发展，村民们也尝到了蔬
菜大棚种植的甜头。有的村民想改建新
式大棚，扩大种植规模，但该村一半以上
的土地是老河道，沙多土少，既不利于建
设棚室，也不利于蔬菜种植。土地少、流
转难，而老棚规模小，村民增收难。新发
展出路在哪里，成了村“两委”成员热烈
讨论的话题。

2016年，时任村主任的刘玉江率先
迈开了步子，在北夏村创办了瀚兴蔬菜
专业合作社，并且注册了“禹王普惠”商
标。很快，在合作社引领下，村民们逐渐
找到了蔬菜种植的新方式，享受到合作
社带来的优惠，腰包逐渐鼓了起来。

刘玉江介绍，合作社建立后，广泛征
求成员意见，开始探索蔬菜大棚转型出
路。经过多方比较和外出调研“取经”，最
终决定与土地富余的地区开展合作，签
订承包协议，通过积极申请上级帮扶资
金和引入社会资金，在外地村庄建设了

三处高标准蔬菜大棚园区，总面积达
3000亩。

新建和改建蔬菜大棚，资金是主要难
题。合作社从建立伊始就积极争取山东
省省级“种、养、加”特色产业扶贫资金
600余万元，建立了寿光市扶贫产业园
区，采取“合作社+基地+贫困户”的运营
模式。合作社坚持扶贫与扶智相结合，每
年为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提供工作岗位
120余个，并同时纳入产业化链条管理，
统一提供种苗、技术、销售等服务，帮助
贫困户由农民向产业工人转变，实现持
续稳定增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从此，村民们开启了“飞地种植”的模
式，纷纷到外村建设新式种植大棚，北夏
村种植土地不足的问题也迎刃而解。“新
式大棚建起来了，规模也更大了，且更集
中，便于农业新机械、新设备、新技术的应
用和规模化种植。”刘玉江说。在合作社的
带领下，北夏村的园区带动本村70多户和
周边村1000多户菜农建设新式蔬菜大棚
170多个，助推了蔬菜产业的转型升级。

村子外边建园区 产业兴村促增收
山东寿光圣城街道北夏村是传统的农业村，大棚蔬菜

种植是村民们主要的经济来源。北夏村就在寿光城郊，既
有熟悉蔬菜种植的村民，又有距离城区近的优势。多年来，
如何在蔬菜产业上迈出新的一步，如何让村里的农业“更

上一层楼”，一直是历届村领导班子关注的问题。从2016年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开始，北
夏村在大棚蔬菜种植的转型期，积极探索村庄流转土地，建设异地园区，发展规模种植，引
进新品种，推广新技术，打造经营管理闭环链条和高端蔬菜品牌，让产品走进知名连锁超
市，走出国门进入俄罗斯等市场，让更多群众脱贫致富。村党支部书记、合作社理事长刘玉
江也获得潍坊市“富民兴潍”劳动奖章，被评为潍坊市劳动模范、“感动寿光”新农人。

北夏村种植的蔬菜品种多
样，而村里也在致力于打造蔬菜
品牌。合作社成立以来，就积极
投入蔬菜新品种的培育和种植，
先后引进推广了 20 多个新品
种。其中，糖度高达12度的黄色
迷你番茄，维生素C含量是普通
品种的两倍，樱桃西红柿、丝瓜、
西瓜等产品也获得了农业农村部
绿色食品认证。在合作社的蔬菜
分拣中心内，工作人员把各种蔬
菜分拣、包装，统一放到挂着“禹
王普惠”蔬菜商标的包装盒里。
拿出手机扫描包装盒上的二维
码，就可以看到蔬菜种植的时
间、农户、收货日期等多种信息。
二维码可追溯管理，让社员们在
蔬菜种植中更有责任感，不断优
化蔬菜品质和口感，以质量谋发
展。

在销售上，合作社采用的是
“订单模式”。一年四季，按需种
植。客户与合作社签订供需合
同，每年保证供应多少种、多少
斤蔬菜。合作社则按照合同为

客户种植，保证供需动态平衡，
为品牌化运营打下坚实基础。
刘玉江介绍，近年来，合作社与
大型超市合作建设蔬菜直供基
地，在江苏华西村设立“禹王”
牌蔬菜专供点，每天供应华西
13个连村居民和企业近3万斤
蔬菜。合作社也带着寿光蔬菜
走出了国门，向俄罗斯、塔吉克
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出口边贸蔬
菜，每年出口量可达40万斤。自
己富了，还要带领别人富。2021
年，刘玉江作为蔬菜企业负责
人代表赴甘肃省漳县、西和县
开展脱贫帮扶县科技下乡培训
及产业对接活动。2022年 7月，
漳县农业农村局与瀚兴蔬菜专
业合作社签订漳县现代设施农
业产业园项目合作框架协议，合
作社定期组织开展企业协作及
科技培训，以点带面，推广和应
用先进蔬菜生产技术，推动漳县
蔬菜产业提质增效，不断挖掘合
作潜能，共同开拓蔬菜产业高端
市场。

搞合作社种植，跟以前分散种植截然
不同。市场的变化呼唤质量更高、品质更高
的蔬菜，也对蔬菜种植管理模式提出了更专
业的要求。2017年，刘玉江被推选为村党支
部书记。如何提高全体村民收入、增加村集
体收入，成为刘玉江上任后考虑最多的事。
刘玉江确定了以合作社为龙头，以高质量发
展为主线，通过打造“统一建设园区、统一种
苗、统一植保、统一品牌、统一销售”的“五统
一”闭环链条运营模式，引导村民种植适应
高端消费市场的品质蔬菜，积极推进北夏村
蔬菜产业向高质量发展靠拢，这一发展模式
得到广大村民的一致响应。

利用市扶贫办省级扶贫资金，刘玉江
“借势借力”，引导瀚兴蔬菜专业合作社
和港投集团合作成立了禹泽农业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建成了寿光市扶贫产业园
区。扶贫产业园区，第一批统一建设长
175米、宽36米的高标准大棚9个，安装
应用了智能放风系统、补光、磁化水、全
自动施药、水肥一体化等，减少了生产材
料的成本投入，减轻了劳动者的工作强
度，提升了工作效率。例如，原有大棚施
肥浇水需9小时，应用水肥一体化后缩短

到2小时，时间节省70%，水肥节省40%。
合作社是规范蔬菜投入品的把关口，

是规模种植、技术提升、品牌包装、对接
销售的优势载体。全园区统一种苗、统一
植保、统一品牌、统一销售，农户什么时
间栽苗、什么时间用肥，怎么包装、怎么
追溯都有统一时间和规定，大棚内装有
监控设施，保证生产的标准化。

农户进园区，只需要按时间、规定进
行管理，生产上游和下游环节均由合作
社承担，生产效率大为提高，原先10个人
的活5个人就能干，还减少了农药、化肥
等方面对蔬菜本身及土壤、空气、水源的
污染，确保了农产品安全，最大限度地提
高土地的高值利用年限，实现了产业利
润值的最大化。

用手机就能遥控大棚放风，智慧化种
棚解放了劳动力，也让农民种棚的积极
性大为提高。种出的菜优质优价，农户到
园区种棚，享受每月每棚3000元的劳务
费，每半年一结算，超出需上交利润的部
分五五分成，科学化分配让农户“干得好
=挣得多”，付出与收益挂钩，再次提升了
农民种棚的积极性。

一个个园区建起来了，北夏
村村民的“钱袋子”鼓起来了。刘
玉江在做好园区运营的同时，又
把精力放到了人居环境整治方
面。柏油路两旁绿树成荫，活动
室里欢声笑语……走进北夏村，
三五成群的老人或蹒跚漫步，或
品茶聊天，呈现一幅祥和美好的
生活画卷。村庄的变化，得益于
村里开展的美丽乡村建设。

2017 年，村“两委”从村庄
环境整治入手，带领全村干部群
众，清垃圾、清杂物，拆除村内养
殖基地和闲置宅基地。随后，对
村内的两条大街进行硬化，对主
街进行罩油。村内道路平整了，
环境整洁了。2018年，村“两委”
又对村内统一进行亮化，安装了
37 盏高标准 LED 路灯和 10 盏
别致的造型灯，墙面喷涂1万余
平方米。2019年，为了进一步提

高村民的环保意识和文明素质，
实现环境整洁、容貌美观、生态
良好、村风文明的目标，结合村
民意愿，村“两委”整合村中闲散
资源，将五处空闲宅基地和两处
养羊场改造成新时代文明实践
广场、党建广场、农耕广场、法治
广场等，既美化了村民生活环
境，又增加了村民休闲场所。北
夏村每户村民门前右边都张贴
着一户卫生责任牌，每家每户所
负责的卫生区域清晰明白。“在
每户的房前屋后划定卫生区，大
家伙儿自己动手打扫。时间久了，
大家都已经形成了行动自觉，每
天每户早上都会打扫的干干净
净。”刘玉江说。“干部要干字当
头，既要想干、愿干、积极干，又要
能干、会干、善于干。”这句话在北
夏村村“两委”身上体现得淋漓尽
致。 本报记者 王凯旋

到村外去盖大棚、建园区 建起新发展“飞地”

严把质量关 生产高品质蔬菜

品牌化打造 让菜农腰包更“鼓”

精神富起来 北夏村成生态宜居新农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