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位于新疆和田的民族共建华耕现代农业示范园区。 利森特公司设计团队成员对接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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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模式下的农业是一个
地域性很强的产业，资源要素
配套半径小、产业辐射半径
小、市场销售半径小，发展到
一定阶段就难以持续做大做
强。基于此，寿光蔬菜产业发
展之初，就把眼光投向全国，
并在发展壮大中逐渐走向国际
化。“我们公司是一家致力于现
代化温室设计、建设、全配套
服务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根
据全球不同地区气候条件，将

‘因地制宜规划温室建设’贯彻
到点滴细节中，为客户提供全
球化、全配套、全定制的专业
服务。”王守波经营的山东利森
特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
事温室材料、种植系统和植物
补光灯、物联网控制系统的设
计研发和生产，是寿光成立最
早的专业设施农业公司之一。

2009年，该公司开始了专
业温室建设历程；2010年，成
立专业温室建设公司，承建山
西、河南等地2个温室建设项
目；2013年，加工生产的温室
骨架、材料出口俄罗斯；2015
年，研发成功扁管弯弧一次成
型设备，发明专利填补国内空
白；2022年，到阿联酋、沙特
阿拉伯、俄罗斯、美国等国
家，承建了 24个温室建设项
目；2023年，利森特“主动蓄
热型温室墙体研发成功”……

这是公司自2009年成立以
来的部分发展历程。从公司成
立到走向世界，王守波仅用了
几年时间。“我接的第一单温室
大棚设计施工业务，是一外地
菜农参加‘菜博会’后非常认
可‘寿光模式’，所以邀请我去
建大棚。”王守波说，也就是在
那时，他突然意识到，只要寿
光蔬菜产业不断发展，温室大
棚设计建造就一定大有前景。
渐渐地，他从单枪匹马发展到
拥有专业设计团队，公司不断
发展壮大。同时，他还积极响
应国家“一带一路”号召，以

全球化的思维与国际农业企业
不断深化合作。依托“寿光模
式”优势，公司除了在国内30
多个省市建成170多个蔬菜基
地和现代化育苗工厂外，还在
欧美、非洲、大洋洲等23个国
家和地区建设了 48个种植园
区。

“能得到这么多国家和地区
的客户认可，离不开我们管
理、设计、施工等各环节团队
的协作。”在利特森的展示大厅
里，王守波指着利森特温室、
组装日光温室等模型图一一介
绍，根据不同地区气候条件，
他们为全球农业种植人员提供
温室一站式定制服务。

“‘定制服务’对大棚设
计师的要求比较高，而目前没
有专门的大棚设计专业，我们
一般是从机械设计、绘画设计
等专业人才中招聘，对他们进
行一段时间的专业培训后再安
排岗位。”王守波介绍，因为他
们公司面向的是国际市场，涉
及不同语言的沟通问题，所以
定制设计的精准性显得尤为重
要。在公司设计团队里，成员
徐凯均负责设计策划、王小宁
负责材质选购、成来明负责图
纸设计……每一步都环环相
扣，每个人都缺一不可。

虽然王守波已是有着丰富
农业装备生产经验的企业家，
但因设计人员紧张，他仍然长
年在一线参与设计工作，不断
寻求多功能温室大棚、智能农
业装备制造及商业模式方面的
创新。他设计研发的新型装配
式蓄放热墙体温室应用推广，
获得了潍坊市退役军人创业创
新大赛二等奖；他独创的“利
森特温室”创新式采用热镀锌
钢架组装式钢结构，墙体厚度
仅2米，比传统温室的土地利
用率提高了20%。“规划产业链
全，设计因地制宜，正是利森特
在国内外一众竞争对手中脱颖
而出的‘秘籍’。”王守波表示。

从寿光走出的“ ”大大棚棚设设计计师师
■本报首席记者 郑小菲

自1989年冬暖式蔬菜大棚试验成功以来，寿光蔬菜产业发展已走过35个年头，如今，寿光成为全国重要的设施蔬菜生产基地，农业迭代升级，
从输出蔬菜、技术向输出标准、机制、体系转变。寿光人不仅自己设计建造大棚，还到全国乃至世界多地设计建造大棚，把自己的成功经验传播到
各地，探索出了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方案，让“寿光模式”遍地开花。大棚设计师，正是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应运而生。

2023 年，在新疆和田
的民族共建华耕现代农业示
范园区举行了揭牌仪式，这
处现代农业种植基地作为山
东潍坊——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兵地融合
发展和田产业园民族共建的

“重头戏”，由寿光华耕农业
集团负责建设运营。

华耕农业集团是一家集
基地规划、温室建设、农业
技术输送等于一体的大型现
代农业公司。“在沙漠里种
蔬菜是世界性难题。2022
年以来，和田产业园日光温
室建设项目克服了沙漠气
候、地区差异等重重困难，
借助‘寿光模式’，我们升
级改造了大棚保温等结构，
自主设计、建设、生产运
营，开展技术管理输送等服
务。”华耕农业集团负责人
介绍，公司在建设中采用自
有棚型结构专利技术，改一
层墙体为两层，使棚温提高

了五六度。
“当时我们是按照寿光

传统冬暖式大棚，下挖土、
垒厚墙、配拱棚。”该负责
人表示，2012年，公司走
出寿光到安徽宿州建大棚，
并在实践中结合温室大棚建
设服务相关标准，设计建造
了更为先进实用的温室大
棚。这些“新棚”能适应不
同土质地区的自然环境，使
土地利用率从过去的50%左
右提升至70%以上。

据了解，该公司有着长
期合作的多位大棚设计师，
而 37 岁的桑平坤就是一
位。他参与过公司在新疆、
西藏、甘肃等众多园区大棚
的设计工作。

“我学的是绘画专业，
曾做过动画设计、园林设
计。2011年，我在一次帮
同学设计新建大棚图纸时接
触了这一领域，觉得在寿光
蔬菜产业发展的背景下，这

个行业发展潜力很大。”桑
平坤介绍，他的父母一直种
着蔬菜大棚，所以做大棚设
计时他也能清晰地了解不同
构造大棚的用途。期间，他
坚持学习各类软件设计，在
各地不同类型的大棚设计
中，他会将公司设计的“标
准化、精准化”展示得淋漓
尽致。

在华耕农业集团，桑平
坤等专业设计师的加入，不
仅帮助有着寿光特色的“冬
暖式大棚”优化升级，还为
后续智慧农业发展留出了空
间。近年来，寿光发挥蔬菜
全产业链优势，着力发展设
施蔬菜园区全链条标准输
出，引导像华耕这样的寿光
农企、桑平坤这样的本土设
计师积极走出去，设计建造
设施蔬菜园区，推广种植管
理技术，让拥有“寿光元
素”的农业园区遍布大江南
北。

近年来，寿光坚持以
打造全国蔬菜质量标准、
行业标准、国家标准为引
领，不断深化理念创新、
模式更新、技术革新，全
面激活城乡各类生产要
素，形成了可复制、可推
广的“寿光模式”，蔬菜产
业“链”起了绿色农业发
展新动能。

“标准制定是一项非常
复杂的工作，从前期查阅文
献资料、收集整理温室建设
服务各项数据，到梳理国内
外相关标准制定情况，再到
参与标准调研、对标准实施
的实用性和适用性进行产业
验证、汇集多方标准征求意
见，最终形成标准送审稿进
行标准审定。整个过程中，
既要付出时间，又要付出耐

心和信心。”全国蔬菜质量
标准中心标准科高级农艺师
夏海波曾参与相关标准制
定，他说，为引导温室大棚
设计建造行业规范发展，全
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等单位
牵头制定了《农业社会化服
务 温室建设服务规范》国
家标准，于2023年9月7日
发布实施。

“作为蔬菜之乡，寿光
对‘大棚设计师’有极大需
求，每年都会有企业设置相
关岗位，我们也在努力充实
温室大棚设计建造行业的人
才队伍。”寿光市公共就业
和人力资源服务中心职业技
能鉴定科科长李飞介绍，在
寿光蔬菜产业的飞速发展
下，早在2011年，寿光就
开发并上报人社部备案了

“大棚建造”这一专项职业
能力，目前，寿光已有600
多人持证。

设施蔬菜园区建设是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加快
引领地区现代农业发展的
有效模式，而在园区规
划、建设、运营和品牌塑
造等方面，寿光已经走在了
全国前列。特别是近年来，
寿光设施蔬菜标准化园区建
设规模逐步扩大、标准迅速
提高，一大批示范带动力
强，特色化、精品化、科技
化的蔬菜园区脱颖而出，成
为设施蔬菜产业发展的有效
载体和推广新品种、新技
术、新设施的最佳平台，为
全省、全国乃至全球设施蔬
菜园区化建设提供了典型、
模式和经验。

走向全国 因地制宜设计建造蔬菜大棚

标准制定 规范发展大棚设计行业

走向世界
全球定制推广“寿光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