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手记

采访团跟随孟德利采访三天来，发现村与村之间的路程很远，近的二三十公
里，远的在150公里以上。“每年，我们的技术员分头到各乡村指导，每个人开车大
约来回要跑80000多公里，差不多绕地球两圈了。”孟德利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8 月 2 日上午 11 点 40 分，当采访团打算离开白朗时，孟德利打来电话：一批寿
光种苗经济南机场空运到日喀则市，已经用车送到了嘎东镇白雪村。

采访团驱车赶到白雪村，15000棵西红柿苗、5000棵辣椒苗已分发到村民手中，
孟德利蹲在大棚里手把手给村民演示如何正确栽种，并一遍遍叮嘱着一些注意事
项。

很快，白雪村27座大棚里忙活开了，新的希望悄然孕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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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绿中国”进藏采访团：
王兰坤 王全国 王延义
侯庆强 张亚男 于立华

□执 笔：侯庆强

孟德利很忙，有点脚不沾地，这
是他给记者的第一印象。

7月31日下午3点，孟德利带着
记者参加了白朗县嘎东镇蔬菜联村
党委工作推进会，镇党委书记扎西
平措、镇长王潮都参加了这次会
议，说明这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

“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把各村
合作社管理的现有蔬菜大棚统一分
包到村民手中种植，来提高村民的
收入。我作为县蔬菜技术总指导，
负责教给种植户技术和解决蔬菜管
理中的问题。”孟德利对记者说，现
在白朗县所有蔬菜技术都由他总指
导把关，而且要做好技术人员的培
训等工作，所以比较忙。

会议一结束，孟德利马不停蹄先
后赶到嘎东镇阿亚村、巴扎乡彭仓
村，沿着熟悉的田间小路直接走进
大棚里，手把手为种植户看蔬菜上
出现的问题，马上给出了解决办法
的同时，并把电话号码留给了村
民，大嗓门地反复叮嘱“有问题打
电话给我”。

“这都是平常事，一多半的时间
我都在乡村的大棚里转。”孟德利说
的很轻松。

日喀则市白朗县位于珠峰脚下、
年楚河畔，平均海拔 4000 米以上，
总人口51600人，目前已经是西藏最
重要的绿色蔬菜生产基地，是藏族
同胞不可或缺的“菜篮子”。

这里海拔高、位置偏、温度低、
氧气低，为何选在这儿干？记者向
孟德利抛出一个很直接的问题。

“以前没到白朗时，心里也打
鼓，但 2016 年来到这里，我发现这
里不是想的生态环境那么差，反而
有着发展温室大棚的优势。”孟德利

打开了话匣子，白朗虽地处高原，
却有三大优势：一是拥有纯净的自
然环境，没有任何污染；二是年楚
河流域是西藏最适合农耕的区域，
土壤肥沃、灌溉条件较好，耕作技
术比较成熟；三是年日照时间长达
3200小时以上，日平均温差在 10度
以上。

“白朗的这些优势就是在世界范
围内都是不可替代的。”孟德利这样
认为。

在白朗，孟德利可是名人，蔬菜
界的“大腕”。与当地人提起孟德利
对白朗蔬菜产业发展的贡献，都竖
大拇指：没有他带来的“寿光模
式”，白朗今天的蔬菜产业发展可能
就没有这么快。

“我也没想到，作为寿光人在西
藏一呆就是8年。”孟德利有点感慨。

“从 2016 年来到白朗后的前 6
年，我只专心干了一件事：为白朗
建设运营占地面积2000亩的珠峰现
代农业科技创新博览园。”孟德利
说，珠峰现代农业科技创新博览园
是白朗县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
转型的重大项目，是集技术创新研
究、成果展示展销、综合服务管
理、生态休闲旅游为一体的大型田
园综合体，经过近年来的不断发
展，已经成为现代农业技术推广示
范中心、生态农业科普教育中心、
农旅融合发展示范中心和珠峰现代
农业大数据平台，被批准为西藏自
治区目前唯一的田园综合体类4A级
旅游景区。

记者在白朗县政府官网上看到，
白朗县 《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 提
出的新目标：全力推进珠峰现代农
业科技创新博览园提质增效，引导

蔬菜单品连片规模种植，有效提高
温室大棚产能，力争蔬菜产量达 1.4
亿斤、产值达3.2亿元以上。

“通过近些年来的推广发展，蔬
菜生产已经成为白朗农业经济发展的
重要支柱，成为帮助农民致富增收的
重要手段。从2023年起，我被白朗县
聘为县蔬菜技术总指导，对全县的蔬
菜技术培训和大棚种植管理总负责指
导。”孟德利告诉记者，“通过你们进
村入棚的采访，也看到了各乡镇发展
蔬菜大棚的热情很高涨，不少乡镇还
设了‘科技专干’，专门来负责帮助
村民种植蔬菜大棚，多的村新建或改
建大棚200个以上。”

对藏族同胞来说也有担忧，蔬菜
不光要种好，种出来的菜往哪里
卖，如何卖出好价格，这一个个环
节是如何解决的？记者从种植管理
到收获销售等方面提出了疑问。

“在这方面，‘寿光模式’提供了
很好的经验，为解决藏族同胞的后顾
之忧，在我的建议下，全县推广实施
了‘五统一’，即统一种苗、统一农
资、统一技术、统一管理、统一销
售，从根本上给种植户吃了定心丸，
也为大面积推广‘寿光模式’起到了
助推作用。”孟德利说道。

“寿光模式”扎根西藏，造福了
藏族同胞，同样也为寿光带来了效
益。入藏8年来，孟德利不仅推广的
是“寿光模式”，而且把寿光的蔬菜
新品种、农资产品、技术队伍等带
到了西藏，先后在西藏普及寿光自
主研发蔬菜新品种100个以上，平均
每年从寿光种苗企业购进种苗近300
万株，累计在寿光市场进购各类农
资产品500万元以上，同时带动到西
藏创业的寿光技术人员150余人次。

“西藏小寿光”白朗县，种
植蔬菜像寿光一样出名的地方。

当“逐绿中国”采访团进
入西藏采访时，就听到在西藏
工作的寿光老乡反复提到一个
地方——白朗县，说那里种菜
在西藏很有名气，建议去看看
这个被人们称为“西藏小寿
光”的地方。

7月31日，采访团从拉萨城
关区驱车近 300 公里来到日喀
则市白朗县，见到了早就闻名
而未见过面的山东省潍坊市寿
光老乡、现任西藏自治区日喀
则市白朗县蔬菜技术总指导孟
德利。

采访团对白朗县的探访，
从孟德利开始——

全国蔬菜看寿光，西藏蔬菜看白朗。
自 1995 年引进现代设施蔬菜种植技

术以来，白朗县一张蓝图绘到底，建成
西藏面积最大、品种最多、质量最好的
高原有机蔬菜基地。目前，白朗蔬菜产
业建有大棚 2213 个，种植面积 1.7 万余
亩，产值达3.1亿元，全县1.8万余人参与
蔬菜种植，年人均增收1万元以上。

7月31日下午5点50分，采访团在孟
德利的带领下，来到了白朗县阿亚村。

一进村口，漂亮的村广场上盛满各种
蔬菜模型的“大菜篮”，就吸引了人们的
目光。广场旁边一座座钢架结构大棚，
威风凛凛矗立着，随时等候着来自各地
贵客的检阅。

站在村广场高处远眺，一幅美丽的画
面映入眼帘：湛蓝天空、巍峨大山、蔬
菜大棚、美丽村落。如果不是身在西
藏，可能会让人误以为在哪处的都市乡
村，记者禁不住打开手机广角拍摄下了
几张大片。

走进一个西瓜大棚，绿意盎然，叶香
扑鼻，棚室温度适宜，阳光充足，还只
有大枣般大小的西瓜挂于藤蔓间。一
看，就是一个新建不久的大棚，全部采
用了钢架结构式建设，大棚里宽敞、高
大，果菜在里面很舒服地生长，人们直
着身体就可以在棚里轻松工作。

“平时要多观察，发现有的旺长了，
就要及时跟上管理。”孟德利正在手把手
指导白朗县嘎东镇科技专干达瓦罗布一
些种植管理办法。今年27岁的达瓦罗布
是返乡大学生，2021年毕业于东北林业大
学，回乡当上了政府科技专干，负责2个
村60个大棚的管理。

“这几座示范大棚是重新改造建设
的，每个棚占地1亩，以前这里的土地连
青稞都不长。现在经过改造建起了大
棚，棚里种了西红柿、辣椒等十几个品

种，有的棚里还种着西瓜、车厘子、草
莓等水果。”达瓦罗布告诉记者，阿亚村
有50户，359口人，2019年村里自筹资金
建起第一批温室大棚20多座，2023年济
南援藏工作组投资430多万元为村里新建
大棚 13座，并对部分老棚进行了拆旧改
新，目前共有33座。

记者从阿亚村公告的产业发展基本情
况中看到，目前该村年产各类优质果蔬
20余吨，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7年
13000余元增至2024年22017元。

在西藏，许多像阿亚这样的村庄，都
在渴望寻找新的增收致富路子，发展温
室大棚，引领农民科技种植果蔬，无疑
为他们打开了一扇“光明之窗”。

8月 1日下午，从白朗县城驱车111公
里，采访团到达位于日喀则市康马县萨
玛达村的康马县优质蔬菜生产基地。基
地位于喜马拉雅山北麓，海拔 4400 米，
建有17座大棚、1座联栋温室。

棚膜，在高原阳光的照射下散发着耀
眼光亮。

“这个基地投资1130万元，主要有四
大功能：一是以技术创新、新品种研
发、示范引领等功能，带动当地农牧民
参与果蔬种植；二是基地生产的果蔬多
在周边村庄销售，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村
民吃不到优质新鲜蔬菜的问题；三是打
造成一处采摘体验参观园，让藏族同胞
近距离感受体验大棚蔬菜的生产、采摘
等过程，从而改变他们的思想意识；四
是帮助村里解决部分务工就业人员。”孟
德利说起当时在这里建设基地的初衷。

“今天村里有 3 个妇女在这里干活，
每人一天能挣到 200 块钱，工作也不太
累，比种青稞的收入高不少。”萨玛达村
村民米玛吉巴与伙伴一起在基地里打
工。据了解，基地运营以来，每年可以
解决周边村民1000多人次的就近务工。

“寿光模式”进藏，不仅改变了一个县的农业发展，而且打造成今天西藏最
大的“菜篮子”

一棵蔬菜，带动了一方农业经济发展；一个大棚，改变
了藏族同胞的生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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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血”变“造血”，手把手传授寿光技术，为藏族同
胞培养技术骨干，建起一支带不走的人才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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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这蔓上不能留果过多，多
了都长不好，也会影响品质与口感，到
时也卖不上高价格。”孟德利在白朗县
巴扎乡彭仓村的一座小番茄棚里，教给
年轻女科技专干拉确蔬菜技术。28岁的
拉确从辽阳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回乡后
通过考试当上了科技专干，主要负责彭
仓村174座大棚的管理和技术指导。

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在日喀则市采访，记者发现藏族同

胞采用“寿光模式”建棚、学习“寿光
技术”种植管理蔬菜，已经得到广泛接
受和推广，特别是已经率先学到寿光技
术的乡镇科技专干很“吃香”。

“这些年来，我们团队不断把寿光
技术教给藏族同胞，选取文化程度高、
藏族年轻人、懂汉藏语言的优秀人员进
行重点培养，建设一批过硬的蔬菜技术
队伍，让他们留在当地，把寿光技术传
承下去。到现在，已经为各乡镇培养骨
干技术人员 60 多名。”孟德利如是说，

“目前，‘寿光模式’通过示范园区基地
带动，在日喀则市已经覆盖6个县。”

“在高原上传授寿光技术，先建好
一个标准大棚也是关键吧？”记者问。

“在西藏建设标准大棚，那是很不
容易。就拿白朗县来说，一年四季的风
很大，这对大棚膜质量和压膜技术等都
提出了更高要求。”孟德利回想着。经
过多次创新与试验，孟德利发明了三个
创新：一是针对这里的特殊气候，创新
定制了防止紫外线的大棚薄膜；二是冬
天气温低，早晚温差大，他创新在大棚
上使用双层膜，可以更有效地调节和保
障棚内温度；三是创新使用卡槽，每隔
1米多就用卡槽固定大棚膜。这些实用
性强的创新办法很快得到了应用推广，
给白朗县建设大棚提供了重要参考。

“在西藏种大棚，克服高原反应带
来的身体不适是次要的，最难的是教藏
族同胞蔬菜种植技术。”孟德利有不同
感受，因为海拔高、所处位置偏，所以
藏族同胞的蔬菜种植方式，与远在4000
公里之外的寿光有着很大不同。

为此，孟德利特地将寿光多名经验
丰富、技术过硬的技术员请到白朗，研
究出了适合白朗环境特点的一些生产种
植技术，从大棚的建设到种植技术等方
面，面对面、手把手地传授给当地群
众。自从被聘为白朗县蔬菜技术总指导
以来，孟德利在“寿光技术”的传授上
下了苦功夫。

8 月 1 日上午，采访团来到海拨
4200米，距离白朗县150余公里的日喀
则市谢通门县达那普乡布如村温室大棚
及特色产业项目基地，7座大棚矗立在
大山脚下，周围是一块块不大的青稞
田，快要成熟的青稞随风摇曳。

走进一座大棚，棚顶为钢架式结构
支撑，中间没有一根立柱，棚内显得很
宽敞，这是一座西瓜棚，长势正旺，吊
蔓上的西瓜只有小枣般大小。

“这7座大棚是2024年5月份新建或

改造完成的，完全采用标准钢架式结构建
设，使用寿命长、抗风能力强，每个棚高
5.5米、宽11米、长60多米。”陪同采访团
的寿光技术员张玉祥告诉记者，在建好棚
的同时，专门派驻一名寿光技术员负责指
导种植管理，免费为乡里培养技术人员，
并负责帮助果蔬的及时采摘销售。

今年25岁的布如村村民琼吉 （女）
正在棚里学着打杈子，她学得很认真，
张玉祥教得仔细。“我文化水平低，以
前在日喀则等城市打工，现在结婚有了
小孩，就找到了这份离家近的工作。对
我来说，这是一份很好的工作，不仅可
以打工挣到钱，还能跟老师学到种菜管
理技术。这对我以后自己种大棚，很重
要。”与记者交谈间，琼吉顺手掐下了
几个新长出的小杈子。

像达那普乡温室大棚及特色产业项
目，仅是孟德利和团队在西藏建设运营
的项目之一。

在达那普乡政府驻地，30多岁的乡
党委副书记、政府乡长仓觉（女）接受
了记者采访。据了解，该乡 2100 余人
口，以种植青稞、小麦、油菜和牧养牦
牛、黄牛、山羊等为主。“近年来，我
们乡蔬菜产业得到了很好的推广发展，
尤其是温室大棚及特色产业项目的成功
建设，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带动作用。乡
里与白朗县产业基地、技术专家达成了
合作，积极引进普及寿光技术，通过以
会代训、以干代训的模式储备一批本土
人才，通过基地吸收务工、产业分工等
模式，带动当地群众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增收。”仓觉对记者说。

为了更好、更快地让藏族同胞学好
“寿光技术”，孟德利和他的团队每天都
在路上，不是在村里的棚里指导，就是
在乡镇的培训室内讲课。

“今年，我结合当地蔬菜生产种植及
病虫害发生情况，费了很大精力主编了
一本汉藏双语、彩图文并茂的实用技术
书籍《高原果蔬栽培技术和防虫诊断》，
很快就会发到干部群众手中了。”孟德利
对自己的这个做法，感到很是满意。

从寿光走出来的技术员能干有想
法，像孟德利这样的寿光技术员，常年
在外的有8000多人。

作为“寿光模式”的发源地——寿
光市，近年来推动蔬菜产业由“种菜卖
菜”向输出技术、标准、机制、体系转
变，8000多名技术人员在全国各地推动
寿光设施蔬菜集成化解决方案应用落
地，全国新建大棚中一半以上有“寿光
元素”，成为全国农业产业化模式输出
的旗帜和标杆。

如今，藏族同胞餐桌上一改过去萝
卜、土豆、白菜“老三样”， 每天可
以吃到白朗县140余样不同品种的新鲜
瓜果蔬菜。寿光市与白朗县远隔4000公
里，“寿光模式”全链条整体输出，打
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让蔬菜产业在
雪域高原开出了更美丽的花、结出了更
好吃的果实。 （未完待续）

“逐绿中国”川藏行（系列报道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