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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寿光大棚，不少人会想到智能
化、机器化、自动化等名词，但真要细数
寿光大棚的发展，时间怕是要追溯到上
个世纪八十年代。1988年，寿光孙家集
街道三元朱村党支部书记王乐义，试种
成功冬暖式蔬菜大棚，带动了中国的一
场“菜篮子革命”，这一年寿光建起了
5130个大棚，每个大棚户平均收入1.5
万元，改写了中国北方冬季吃不上新鲜
菜的历史。寿光也因冬暖式大棚，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世界闻名的

“蔬菜之乡”，创造了被习近平总书记点
赞的乡村振兴“寿光模式”。自20世纪
80年代末至今，当地设施农业技术不
断发展进步，冬暖式蔬菜大棚也在不断
更新迭代。三元朱村的崛起史告诉我
们，丰收的果实正是靠敢于冒险和创
新、不断战胜艰难险阻换来的。

小村民掀起的“绿色浪潮”
静谧舒适的村庄，菜棚排列，果园

青青，走进三元朱村，景在村中，村融景
中，人居画中，到处呈现一幅欣欣向荣
的景象。三元朱村把深化文明实践与推
进乡村振兴有机融合，立足农业优势，
加强基础建设，倡导文明新风，村民日
子越过越红火。

在三元朱村，蔬菜大棚的发展故事
耳熟能详，妇孺皆知。以前的三元朱村
农作物品种单一，餐桌上的新鲜蔬菜十
分稀少。直到1989年，王新民从大连带
回了2斤顶花带刺的鲜黄瓜。王乐义书
记看到之后脑中灵光一闪：这不是一条
致富的好门路吗？当时，中国北方地区
冬季的餐桌上，单调的白菜一直是不变
的主题。那么，如果发展反季节蔬菜，说
不定会有大市场。于是，王乐义书记和
村里7名党员毅然北上，学习研究东北
地区的大棚建设方法。1989年，王乐义
带领16名党员砍掉36亩快成熟的玉
米，建起17个冬暖式蔬菜大棚。由于三
元朱村没有山，村民就对本来依山而建
的大棚方位、墙体、棚顶、薄膜、嫁接技
术五个方面进行大胆改革，研制出适于
平原地区且不需加温的冬暖式蔬菜大
棚，掀起了“菜篮子革命”。从此三元朱

村的大棚蔬菜种植技术开始发展起来，
并成长到今天的全国领先水平。“唯改
革者进，唯创新者强，唯改革创新者
胜”。这就是三元朱村致富的法宝，也是
我国“科技强国”理念的缩影。正是这种
创新精神、攻坚克难精神，才使得我们
现在能够看到从第一代大棚开始，到第
五代、第六代甚至最新的第七代智能大
棚，如同旗帜呼啦啦刮起的春风一般，
吹入寻常百姓家，铺就了村民们的致富
之路。

三元朱村不光自己学科技、用科
技，还承担着向全国传播蔬菜种植技术
的责任。在此过程中，王乐义秉持着“自
己富不算真的富，全国农民都富了才是
真的富”的理念，把大棚种植技术大方
的教授给前来求教的农民兄弟们。自
1991年开始以培训班的形式传播大棚
种植技术以来，全国各地先后有10多
万人次到三元朱村学习。“凡来取经的，
我们都热情接待，全面参观，详细讲解，
认真传授；凡被邀请到外地授课的，我
们一定讲深讲透，有问必答；凡是要求
派技术员的，要多少派多少，并且选技
术高的人去。”王乐义说。现在，寿光蔬
菜的销售辐射范围到全国30多个省市
自治区的200多个大中城市，并远销日
本、韩国、俄罗斯、美国、委内瑞拉等30
多个国家和地区，遥遥领先于其他城
市。而三元朱村毫无保留地将蔬菜大棚
种植技术向国内外传播，更是掀起了一
场波及大江南北的“绿色浪潮”。

不断改革 不停进步
设施蔬菜产业“走出去”

2008年5月，习近平同志到寿光市
三元朱村考察时指出：“只有农村实现
小康，才有全国的全面小康。三元朱村
是一个小康示范村，王乐义是大家奔小
康的带头人，起到了示范作用。个人致
富带动全村，全村致富带动全国，乐义
同志的这种精神非常值得大家学习。”
冬暖式蔬菜大棚技术的进步历程，代表
着三元朱村的乡村振兴史，也象征着我
国农业现代化的奋斗史。为更好打造乡

村振兴“三元朱样板”和“寿光模式”，
全体寿光人民不懈奋斗，砥砺前行，实
现了“一亩地上奔小康”的梦想。

在三元朱村的第五代大棚展示棚，
展示着寿光农业生产方面的多种创新
举措。三元朱村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
成本控制需求，配合自己从全球农业先
进国家地区考察学习来的知识和方法，
不断融合、升级、完善成适合自己的大
棚技术体系。在三元朱村菜农的大棚
里，你能看到源自以色列的改良后的滴
灌技术、改良自荷兰的大棚技术、受启
发于日本小农业的半自动小型农业器
械等等国际一流技术的结合与发展。

村内的一名技术员向记者介绍：
“国外的农业技术发明，是结合自身产
业的情况发明出来并逐渐形成一个体
系的，我们仅仅把技术学过来、搬过来
还不行，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再设
计，才能让技术真正落地，发挥作用。”
三元朱的很多村民都加入到了自主研
发大棚种植技术与器械的行列中。

三元朱村还积极利用最新技术，在
国内最早创立了了绿色蔬菜的产品标
准与意识。于1992年，率先成功进行了
无公害蔬菜生产实验。在当时，甚至一
些专门研究无公害蔬菜的专家们也没
有想到这一技术市场能够实现市场化。
但王乐义带领村民们硬是凭着一股“想
要让全国人民吃上放心菜“的执念，把
无公害蔬菜搬上了国民的餐桌。

打造品牌 抢占市场
三元朱的菜卖到了世界各地

蔬菜质量有了保证，王乐义便想着
法子打开国外市场。早在上个世纪90
年代，他就带着大棚里的蔬菜去香港、
东南亚、俄罗斯等一些地方寻找商机。
没想到，一开始却碰壁了。“东南亚人不
喜欢带刺黄瓜，而到俄罗斯见到客商，
切开西红柿，汁流了出来，客商就说不
行不行。”王乐义一时没搞懂，没汁还叫
西红柿吗？王乐义后来才明白，不同地
方的人食用蔬菜方法也不一样，有的地
方把黄瓜当水果吃，西红柿切片拌色

拉，都以生吃为主。吃法不同，对蔬菜的
品质要求自然也就不同。找到症结的王
乐义，很快便把全世界著名的种子公司
请到寿光。没多久，三元朱村就生产出
无刺黄瓜、果肉型西红柿等品种。1997
年，三元朱的蔬菜大举进入北京各大超
市。1998年4月1日，三元朱第一车蔬
菜运到俄罗斯市场，10吨西红柿不到
两天销售一空。如今，三元朱村的大棚
种植着世界各地的优良品种，使用世界
各地的先进技术，土壤温度、空气湿度、
土壤PH值等参数，悉数显示在检测屏
幕并实时传送到手机上，通过手机进行
实时调控。

进入新世纪以来，三元朱村的蔬菜
生产悄然转型升级，走高质量发展之
路，成立了蔬菜加工公司和蔬菜营销公
司，注册了“乐义”商标，走出了“公司
连基地、基地带农户”的发展模式。三元
朱村的蔬菜，经检验合格后统一使用

“乐义”商标。2001 年 7 月，三元朱的

300亩大棚被农业部授予国内首批“无

农药残毒放心菜生产基地”。2009年村

里开发完成了蔬菜安全二维码追溯系

统，将二维码制成标签贴在绿色食品包

装上，消费者购买产品时，只需手机拍

摄、发短信，即可随时随地帮助消费者

快速、准确地查询到自己需要产品的信

息。2010年，国家工商总局授予“乐义”

牌蔬菜中国蔬菜类首件驰名商标，“乐

义”牌黄瓜被评为“中国名牌农产品”。
在蔬菜安全保障上，王乐义坚持高标
准、做表率。如若发现不合格的蔬菜样
本，该户种植的蔬菜将全部销毁，两年
内禁止生产蔬菜。而这背后，是深刻的
生产组织变革。王乐义带领村两委联合
成立“乐义蔬菜专业合作社”，创新农业

生产组织形式，统筹127户农民的850

亩土地，引导农民建设标准化蔬菜大

棚，对蔬菜种子、肥料、农药等，严格实
行合作社的统一标准，并联合世纪三
元、红梅园艺等龙头企业，为菜农统一
提供技术、培训、管理、销售等全程服
务，走出了“公司连基地、基地带农户”
的发展模式。

寿光孙家集街道三元朱村：

“菜篮子革命”永不停歇

苗场育苗俯瞰三元朱村大棚 特色种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