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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俊磊，现任山东省潍坊市固堤街
道北王家码头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2017年，他满怀热情从青岛回到潍
坊，在老家承包了1000亩的盐碱荒地，
从此拉开了自己“三农”生活的序幕。经
过三年努力，夏俊磊将千亩盐碱地改造
成有机产品生产基地，让“粮袋子”“菜
篮子”在新农人身上发光发热。他创立

“幸福码头”品牌，因地制宜种植固堤西
瓜、瓜茬萝卜，发展散养黑猪肉等特色
农品，让“幸福码头”成为潍坊农业的知
名品牌。北王码头村也被评选为“山东
省乡土产业名品村”。

2017年，夏俊磊从青岛回到潍坊，
在老家承包了66.67公顷盐碱地，成立
幸福码头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我想
为家乡做点什么，便回来了。”夏俊磊表
示，潍坊的农业闻名全国，自己坚信可
以凭借着信心、努力让家乡变得更好。
三年的时间里，夏俊磊撸起袖子、扑下
身子，一点一滴地学习农作物种植和企
业管理知识，全身心投入到合作社的发
展。他探索实践并创新出“党支部＋合

作社＋公司＋客户＋受益者村民”的经
营模式，让千亩盐碱地变成有机农产生
产基地。通过幸福码头合作社的创立，
扩面辐射带动周边村民 1200 余人增
收，土地流转8000余亩，为北王家码头
村做大做强产业夯实了基础。夏俊磊提
到，村里的产业已初步成型，有基础农
业、特色农业、电商产业、加工产业、综
合产业。合作社因地制宜种植的固堤西
瓜、瓜茬萝卜等特色农品让北王家码头
村美名在外。

2021年5月，北王家码头村村“两
委”换届，夏俊磊积极参加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的竞选，年轻有能力的

他成功当选。他表示，从当选的那一刻
起，感到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但发展的
信心更足了。北王家码头村共有 462
户、1200余名村民，村内基础条件相对
比较薄弱，资源也没有突出优势。任职
之初，夏俊磊倍感压力，但他在心里告
诫自己，既然选择了，就必须做出成绩。

发展村集体经济是一项重要工作。
要资源没有资源，要优势没有优势，怎
么办呢？作为一名88年的基层村干部，
他既有80后的踏实、能干，也有90后、
00后的机智、灵活。夏俊磊注册了党支
部领办合作社，名字叫圆梦农业。圆农
业梦，圆乡村振兴梦，圆中国梦。将“幸

福码头农业”模式进行复制，在村内将
标准化种植、品牌化销售进行推广，打
造产销一体的新模式，促进村民增收的
同时增加村集体收入。今年，预计每亩
大棚可达3.5万元以上收入，全村总产
值将超过3000万。他也于2022年当选
为潍坊市寒亭区十九届人大代表。

有了产品，他开拓思路做销售。在
市区开设直营店，在村里打造采摘基
地，在互联网上进行宣传推广。此外，他
积极打造“小夏书记”直播间，去年10
月 10日开播，已累计直播带货150余
场，视频播放量过千万，共计销售西瓜、
萝卜等农产品500万斤，为村民带来了
300万元的收入。这一场场直播、一个
个数字不仅代表了北王家码头村的农
产品实现了“产销闭环”，更代表了越来
越多的人们开始关注基层、关注农业、
关注潍坊，让夏俊磊更加坚信了电商助
农的发展道路。通过直播，不仅让更多
的人了解到家乡，带动产品销售，同时
也创造了更多在家门口的就业机会，带
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建设家
乡。“能在最好的年龄，从事自己喜欢的
事业，我很幸福，未来，我一定会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建设更好的新‘码
头’。”夏俊磊说。

本报记者 王凯旋

近年来，山东省寿光市突出抓好家庭农场
新型经营主体的培育发展，推进适度规模经
营，不断加大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创业扶持力
度。期间，越来越多的家庭农场利用区域优势
走上了多元化生产之路，让特色农业增产增
效，乡村振兴加快步伐。

寿光市洛城街道乐雨家庭农场就是如此，
它因地制宜，创新突破，依靠绿色生态种养理
念，走出了一条多元化发展致富路。日前，记
者来到该家庭农场时，大棚里的“高架草莓+
立体食用菌”套种模式（架子上摘草莓，架子
下采蘑菇）让人眼前一亮。据介绍，这是乐雨
家庭农场引进推广的高架草莓与食用菌立体高
效套种栽培新模式，不仅充分利用了作物种植
空间，而且增加了整体种植效益。

据介绍，高架草莓的种植需要施用二氧化
碳肥来提高草莓品质，而平菇的生长过程既能
产生二氧化碳，又能提升1～2℃大棚温度，同
时，高架草莓给平菇种植提供了有利条件——
避光的空间和潮湿的环境，因此，草莓套种平
菇的种植模式可谓一举多得，大大提高了大棚
种植的经济效益。

寿光日报首席记者 郑小菲

白菜是我们生活中最常见并
且很常吃的一种蔬菜，尤其是在冬
天，大白菜最为鲜嫩汁多的时节。
白菜看似普通，其实营养价值非常
丰富，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炖煮凉
拌，都能做出美味佳肴。今年，一种
紫橙色大白菜已经完成了田间试
种，它是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白菜
育种专家张鲁刚教授培育的，并将
逐步走向市场。

中国，大白菜的种植面积，每
年大约在4000万亩左右，其产量
足以供应国人所需，甚至供大于
求，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对品质
的要求变得更高了，需要更优质的
品种。彩色大白菜就是为了满足这
一需求而培育的。所谓彩色大白
菜，主要是指大白菜叶球心叶的颜
色丰富多彩，是因为这类大白菜中
富含花青素、类胡萝卜素等物质才
赋予其多彩的颜色。目前，彩色大
白菜主要有两种色系，黄色、紫色，
另外还有许多和两种颜色相近的，
如紫红色、橙红色、橙色等，这和品
种的差异有关。张鲁刚介绍，紫橙
色大白菜富含花青素和胡萝卜素，
又再次刷新了人们对白菜营养价
值的认知。紫橙色大白菜含有大量
的花青素，具有抗氧化、抗衰老等
功效，富含的胡萝卜素又具有保护
视力、预防癌症的作用。目前的彩
色大白菜大都是适合鲜食的小型
化大白菜。其中，紫色更适合鲜食，
黄色做汤更加艳丽，不但营养丰
富，也有提振食欲的功效。

或许你很难想象，紫橙色大白
菜的背后蕴藏了太多白菜品质的
改良与科技的创新。为了让老百姓

餐桌上的白菜品种日益丰盛，不仅
吃得起，更能吃得好，张鲁刚带领
团队一年四季扎根试验田，顶烈
日、冒严寒，从育种到株选，从改良
到测产，他带领团队坚持用优质品
种支撑产业发展，缔造了白菜品种
家族的一次次华丽蜕变，实现了白
菜研究更新迭代，更满足了人们从
吃得好、吃出营养再到吃出健康、
吃出特色、吃出文化的目标向往。

大白菜的故事
大白菜是十字花科芸薹属白

菜种的草本植物。和一般蔬菜不
同，大白菜是两年生的植物，一般
在秋季遇冷结球，冬季花芽分化，
下一年春季抽薹结籽，需要两年才
能完成一个世代。

白菜是中国本土蔬菜，大约在
公元前 3-5 世纪，就有相关的记
载。大约公元 11 世纪左右的宋代，
开始有了结球白菜的雏形，也是在
这个时候，定名为“白菜”。明清时

代，大白菜进一步演变，形成了800
多个各具形态的品种，尤以山东、
河南、河北、陕西等地为多。也是在
这个时代，大白菜开始向外传播。首
先是朝鲜、日本然后传向东亚各国。
19世纪，大白菜传入欧洲，在英国、
法国等地试种成功。二战之后，更多
的国家开始引种大白菜，比如越南、
泰国等，都是此时引种。

当前，全球有近千个大白菜品
种，这些品种不光有品质的差别，
也和各地本身的环境有关，不同的
品种适应不同的地域环境。

尽管蔬菜种类越来越丰富，但
大白菜仍是我国最主要的蔬菜之
一。数据显示，我国大白菜产量可
以达到全部蔬菜产量的 22%左右。
同时，科学家们培育出适应不同季
节不同地域的品种，使得大白菜可
以实现周年供应，比如每年六、七
月份，最热的时候，南方不宜种白
菜，西北、张北等冷凉地方的白菜
就会供应全国。本报记者 王凯旋

“领头雁”领村民走上致富路

彩色大白菜市场前景广 架子上摘草莓
架子下采蘑菇
家庭农场玩出种菜新花样

俯瞰王家码头村温室大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