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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桑宏香

本报讯 近年来，寿光
以拓展创新“寿光模式”为
引领，围绕构建“一粒种子
到一盘好菜”的全产业链体
系，依托部省共建的全国蔬
菜质量标准中心，以设施蔬
菜全产业链标准研制创新为
突破口，加快建立蔬菜全产
业链标准化发展模式，一场
按照标准化、规范化、精准
化种植蔬菜的“绿色革
命”，从寿光推向全省和全
国。目前，我市已在全国认
证65家标准化基地，蔬菜
从种植到采摘的全过程，时
时都有数据可参照。

蔬菜质量标准中心在全
国认定的65个试验示范基
地中，寿光物泽农业就是其
中之一。在位于营里镇的寿
光物泽农业蔬菜大棚内，果
蔬标准化生产的“影子”随
处可见。该园区工作人员介
绍，占地2000亩的蔬菜基
地，全部按照全国蔬菜质量
标准中心编制的日光温室全
产业链管理规范运行，推行
农资、技术、管理、检测、品
牌、销售“六统一”标准化管
理，实现了自动控温、自动喷
滴灌、自动放风、自动施肥、
卷帘自动化。比如在大棚里
使用的设施番茄标准化管理
技术模式，从生长环境、设施

设备、种子种苗，再到采购初
加工等11个环节进行了全
流程把控。通过物联网系统，
实现了从土地到餐桌，从生
产到产后的加工、管理、贮
运、包装、销售的全过程监管
和安全追溯。

“寿光标准”的制定，
让进一步创新提升“寿光模
式”有了底气。“寿光标
准”不仅能够为设施蔬菜产
业问题提供包括标准、机制
和体系等在内的集成解决方
案，还以园区推进模式，成
为设施蔬菜产业发展的有效
载体，新品种、新技术、新
设施应用以及推广的最佳平
台。目前，寿光规划建设的
重点蔬菜园区内，全部推广
应用自动温控、智能雾化等
智能科技设备，物联网应用
率超过80%，每个大棚、园
区就是一个“标准车间”

“标准工厂”。
“从2020年起，我们在

河北省张北县合作建设了几
千亩的基地。从种苗到技术
都是按照寿光的生产标准，
蔬菜产量高，价格也好。”
寿光市亮泽果蔬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介绍，每年七八月
份，山东高温多雨，是蔬菜
生产淡季，河北省张北县夏
季凉爽，适合越夏蔬菜种
植，季节互补，于是该合作
社把“寿光技术”和“寿光

标准”带向了张北等地。
近年来，寿光积极发挥

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平台
作用，坚持标准引领，主动
顺应现代农业规模化、专业
化发展趋势，创新实行“国
企集团+农业园区+职业农
民”“联合社+合作社+新社
员”等农业生产新模式，建
设了丹河设施蔬菜标准化生
产示范园、田柳现代农业创
新创业园等一批现代化高端
园区，全部推行农资、技
术、管理、检测、品牌、销
售“六统一”标准化管理，
实现了自动控温、自动喷滴
灌、自动放风、自动施肥、
自动卷帘“五个自动化”，
辐射带动80%以上的农户进
入标准化生产时代。

在标准的推广路径上，
寿光逐步向潍坊市、山东省
及外省辐射，先后向全国
26个省份提供了农业问题
集成解决方案，常年有
8000多名技术人员，在全
国各地建设大型蔬菜基地或
指导蔬菜生产，全国新建大
棚中一半以上有“寿光元
素”。下一步，寿光市将通
过制定统一标准，全程实施
蔬菜标准化种植，推动设施
蔬菜全产业链发展，把寿光
设施蔬菜的经验复制到全国
各地，实现蔬菜产业向标准
化、优质化、品牌化发展。

■本报记者 侯增梅

市场主体是经济的力量载
体，保市场主体就是保社会生
产力。今年以来，寿光市以市
场主体需求为导向，不断强化
沟通联络，通过“点对点”推
送各类优惠政策，跑出了优化
营商环境“加速度”，让市场主
体投资放心、经营舒心。

近日，在山东国森智能家
居有限公司智能家居产业化基
地，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在生
产线上忙碌着。该基地引进意
大利数字化智能生产线，致力
于打造全品类高端木制品生产
基地。“公司智能家居产业基地
化项目，总占地180亩，目前一
期智能板式家具车间已运营，
二期高端智能全屋定制项目及
三期实木项目正在有序推进。”
公司总经理刘成新表示。

项目的快速推进离不开相
关部门的主动服务。由于家居
项目存在粉尘涉爆安全风险，
为排除隐患做好预防，相关部
门坚持理念创新、精准发力，
探索推行“互联网+监管”非现
场执法模式，帮助企业搭建教
育培训平台，编制危险作业方
案，梳理隐患整改流程，量化
双体系考核指标，为项目安全
推进提供了有力保障。

在助推项目建设跑出“加
速度”的同时，寿光也在着力
构建全要素资源配置的营商环
境特色服务体系，通过强化金
融要素支撑作用、优化政务服
务水平等措施，进一步提振了
企业发展信心，激发了市场活
力。

在东宇鸿翔装饰材料有限

公司，来自税务部门的工作人
员与公司财务负责人就相关税
务问题进行交流，现场指导操
作流程。“企业的发展，离不开
税务部门的支持，每次新的税
收政策出台后，工作人员会第
一时间上门辅导。2023年，我
们公司享受各项政策优惠400
多万元，进一步提振了企业发
展信心。”企业财务负责人表
示。

摸准需求才能增强服务的
精准性。寿光坚持问题导向，
深入一线开展政策宣传、企业
服务、安全生产等综合性服
务，针对遇到的问题及时给予
解决，一系列“有温度、有速
度、有态度、有力度”的暖心
举措收获了市场主体点赞。

“没想到这么快就拿到了新
的许可证，很快店铺就能开张
了。”近日，在孙家集街道便民
服务大厅商事登记窗口前，来
自安徽太和县的邱志宾高兴地
说。据悉，邱志宾前期接手了
一家转让的面馆，需要办理相
关手续，于是来到街道便民服
务中心咨询。了解情况后，工
作人员现场帮助他完成了营业
执照变更业务，并完成了食品
经营许可变更申请，1个小时便
领取了新的许可证。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强磁
场，正吸引着一批优质项目落
户寿光。“下一步，我们将以更
高标准、更严要求、更优举
措，持续推进营商环境持续优
化提升，下大力气解决各类生
产主体生产经营过程中的难点
痛点堵点问题，全面激发经济
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相关部门
负责人表示。

■本报记者 高斌

本报讯 近年来，寿光
市不断延链、补链、强链，构
建起预制菜全产业链条。不
少企业抢抓有利时机，依托
自身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在
品牌建设上攻坚发力，加大
在预制菜领域的产业布局和
转型升级，助推寿光预制菜
产业做强做优。截至2023年
底，寿光市拥有预制菜全产
业链企业805家，年加工能
力 390 余万吨，年营收近
250亿元，预制菜品905种，
先后获评“2023十大预制菜
产业基地”“全国十大预制菜
创新发展地区优秀案例”，上
榜2023预制菜产业基地百
强榜第3名。

“草莓冻品，加上少量纯
净水，用破壁机打成汁，就变
成了一杯新鲜冰凉的草莓
汁。”近日，在亿龙食品抖音
平台的直播间里，主播一边
介绍着一款款产品，一边跟
直播间的“粉丝”们互动。借
助寿光市大力发展预制菜的
东风，亿龙食品紧抓机遇，线

上线下多渠道推介预制菜产
品，公司六大类61种预制食
品，凭借稳定的口味和质量，
打通了国内外高端市场。如
今，作为寿光首批进入潍坊

“预制菜潜力企业白名单”的
预制菜企业，该企业更加坚
定了未来发展方向。“我们将
抓住机遇，进一步做大做强
公司品牌。”公司总经理桑德
丰说。

“围绕做优做强现代农
业，寿光把发展预制菜产业
作为产业强市的重点，发挥
预制菜产业基础雄厚等优
势，集中资源，顶格推进，加
快推进预制菜产业高质量发
展，打造预制菜产业发展新
高地。”寿光市发改局工作人
员介绍。2023年，寿光市新
培育预制菜全产业链市场主
体260家，天成鑫利、天惠鸿
元2家企业成功入选省预制
菜“百强企业”，26个预制菜
项目稳步推进，11个项目顺
利投产运营。

面对快速成长的预制菜
市场，寿光市专题研究，指导
企业进一步扩大食品深加工
产能，升级装备水平和加工
档次，抢占国内国外预制菜
食品市场。同时，瞄准行业竞

争制高点，发挥现代农业产
业园集群效应，快速推进多
个预制菜大项目、好项目。支
持企业研发创新，引导金投
御达祥、大董餐饮成功推出
寿光标志性地方名吃“虎头
鸡”预制菜。推动净菜、营养团
餐“三进”，营养团餐进校园日
配餐量达6920份，净菜进企
业月供应30吨，净菜进机关
食堂占总采购量达25%。

为推动预制菜产业高速
发展，寿光依托产业基础优
势，规划建设了蔬菜类、畜禽
类、水产类三大预制菜产业
园区，落地了正大智慧蔬果
产业园、粤港澳大湾区潍坊
配送分中心等一批大项目，
让预制菜产业发展基础更
实。同时，寿光还搭建展销对
接平台，举办2024预制菜年
货推介展销会等3大展会，
对60余家预制菜企业进行
集体宣推。《预制菜良好技术
规范 鲜切蔬菜》等3项寿光
团体标准成功立项潍坊地方
标准，助力预制菜产业高质
量发展。下一步，寿光市将立
足预制菜产业发展的黄金政
策机遇期和窗口期，依托三
大产业链条优势，为寿光高
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项目加速跑 澎湃“新”力量
近日，在位于文家街道的显华新材料年产36万吨特种纸项

目现场，记者看到项目建设初具雏形，企业正向“新”而行，
在转型升级中加速奔跑。当前，寿光把推进新型工业化摆在突
出位置，加快产业体系优化升级，聚力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
全面开启新型工业化新征程。 ■本报首席记者 桑宏香

“寿光标准”走进全国蔬菜大棚
目前已在全国认证65家标准化基地

“三链”助推预制菜产业发展
寿光预制菜全产业链企业达到805家，预制菜品905种

“浇水施肥”让市场主体“枝繁叶茂”

“九路冲锋”在一线

奋进的春天

稳扎稳打有干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