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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光蔬菜”关注度何以持久长红
——寿光市推进蔬菜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观察

广告

■寿光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付惠敏报道

初夏的清晨阳光洒落在第二十六
届中国（寿光）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以
下简称“寿光菜博会”）现场，玻璃温室
在阳光下泛着金属光泽，来自五湖四海
的客商、专家络绎不绝。人群中，一位来
自新疆的种植户仔细观察着一种抗病
性强的番茄新品种，身旁的技术员一边
介绍，一边将一颗果实切开，红润饱满
的果肉引来阵阵赞叹。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展会，更像是一
扇通向现代农业全链条协同发展的窗
口。从寿光菜博会的窗口望去，山东省
潍坊市寿光市的蔬菜产业早已不是单
一的种植集群，而是一棵根深叶茂的

“产业树”：根系深扎科技土壤，主干挺
起制造脊梁，枝叶舒展服务网络，植株
结满创新硕果。这棵树的成长逻辑，正
是农业现代化的破题密钥——以全链
协同之“道”，破产业升级之“局”。

一粒种子：
从“芯片”到产能源头

寿光菜博会的种业展区，永远是人
气焦点。近日，记者来到一家农业公司
展位上，科研人员正通过显微镜向观众
展示番茄种子的耐病性实验，旁边的屏
幕上，“寿绿一号”黄瓜种子的推广数据
不断跳动——累计种植20万亩、增产
30%、抗病率提升45%。这些数字的背
后，是寿光200多家种子企业年投入超
亿元的研发坚守。

前期，在寿光丹河设施蔬菜标准
化生产示范园举办的 2025 寿光蔬菜
种业春季博览会，分设番茄、辣椒、茄
子、黄瓜、西甜瓜等作物展示区，集中
展示了国内外 369 家科研、种企单位
的蔬菜、水果新品种3280个。

在一家农业基地内，一排排穴盘整
齐摆放，雾化系统定时喷洒，育苗工人
操作自动分拣机械，一棵棵嫩绿秧苗从

育苗盘中“出生”，再被运往各种植基
地。寿光现有蔬菜种子企业200余家，
年育种面积达3万亩，带动本地研发、
培育、推广一体化发展。不仅如此，这里
的种苗培育也实现了智能化、规模化。

科技育种与智能育苗的协同，夯实
了全链条的第一环。

一座大棚：
让“土办法”变“智管控”

今年寿光菜博会上，智能喷雾机器
人、智能授粉机器人、智能巡检机器人
等大显身手，实现了管理作业全流程自
动化；深液流栽培模式下的“巨无霸”番
茄树，冠幅面积150平方米、单株累计
产量可达6000斤；中国科学院稀土补
光技术令作物增产30%，智能授粉机
器人将熊蜂授粉成本压缩至三分之一；
气雾栽培、鱼菜共生等新型种植模式，
以及AM自然循环微生物土壤修复技
术、智能水肥一体化、秸秆原位还田、量
子富硒技术等100余项新技术的推广
应用，不仅提高了蔬菜产量和品质，还
降低了生产成本和劳动强度，减少了对
环境的影响。

寿光以菜为媒，以博览会为桥，集
中展示了从“种子种苗-种植管理-采
后加工-销售流通”全流程中的新业

态、新成果，寿光蔬菜产业链条正在实
现从“产得好”到“销得远”“效益高”的
转变。

走出展馆，寿光菜博会的田间展区
令人震撼。在寿光市洛城街道的示范大
棚里，种植户张玉栋通过直播镜头，向
全国观众演示“手机种菜”：轻点屏幕，
水肥一体机自动释放营养液；传感器监
测到湿度超标，通风系统30秒内启动。
这座“会呼吸”的大棚，集成了108项新
技术。“大棚内安装了环境感应器、摄像
头和自动化灌溉系统，用手机就能种
菜。”张玉栋满脸自豪。

一根网线：
蔬菜搭上电商“快车”

在寿光，无论是线下的物流园，还
是线上的直播基地，都呈现出一片生机
勃勃的景象。

凌晨3时，物流园内热闹非凡。大
货车、小卡车、农用三轮车在通道中穿
梭不停，交易大厅里人头攒动，讨价还
价声、称重报数声交织在一起，奏响了
忙碌的乐章。

直播基地内同样热闹非凡。在寿光
市圣城街道一处直播基地内，几十位主
播对着镜头热情地介绍着蔬果、种子等
各类产品。他们在网络平台上，凭借生

动讲解和专业展示，吸引了各地网友的
目光。借力寿光生鲜优势，该直播基地
不仅实现了农产品从田间到消费者手
中的快速流通，还为寿光培养输送了优
质主播和电商运营人才。

像这样的电商基地，在寿光还有很
多。近年来，寿光市聚焦特色资源，打造
了多个电商聚集区，新农人通过“产业
带+基地+新农人+直播”的创新模式，
让寿光农产品频频“出圈”，越来越多寿
光特产畅销“云端”，实现了从“种得
好”到“卖得快”的循环。

一张图谱：
绘就蔬菜产业“协同网”

近日，在寿光丹河设施蔬菜标准化
生产示范园，游客透过大屏，看到了寿
光蔬菜产业的“数字孪生”：蔬菜种植
园区的土壤墒情、设备运行、物流轨迹
实时更新，区块链溯源系统让每颗蔬
菜的“成长档案”清晰可查，这张覆盖

“种植-加工-流通-服务”的产业图
谱，正是寿光全链条协同的智慧监管服
务平台。

该平台综合运用了 5G+大数据、
物联网等先进技术，实现了蔬菜质量
全程智慧追溯，平台不仅确保了蔬菜

“生产有记录、信息可查询、流向可跟
踪、责任可追究”，而且贯穿了蔬菜产
业全链条。目前，寿光已形成了“种
子-育苗-种植-采收-加工-运输-
销售”七环闭合链条，各环节间通过
大数据、物联网实现了精准协同。

寿光菜博会繁华背景下，是寿光
蔬菜产业从“单兵作战”到“全链共振”
的深刻变革。当一粒种子承载着生物
育种的科技密码，一座大棚集成着智
慧农业的数字基因，一根网线串联起
全球市场的供需脉搏，一张图谱勾勒
出产研销服的协同网络，寿光正以全
链条协同发展的“生态思维”，展示现
代农业的未来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