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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山海 播绿全球

他让“寿光模式”扎根世界田野

值班 李守亭 责编 田有祥 美编 温琪

大风考验下的技术突围

“这些棚是我们六年前建设的，是我在乌
兹别克斯坦的第一笔订单，共占地70亩。”
日前，在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市蔬菜种植户
盖力的大棚内，王守波正带领公司技术人员
查看棚膜使用情况，了解种植户的其他需求。

说起自己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创业之路，
王守波直言“不容易”。

乌兹别克斯坦地处中亚腹地，干旱少
雨，冬季严寒，夏季高温，昼夜温差20多摄
氏度，蔬菜主要靠大棚种植。瞄准这里的市
场潜力，2019年，得知举办“一带一路”乌
兹别克斯坦中亚展，一句外语都不会说的王
守波就去参展。幸运的是，他在展会上遇到
了盖力——一个在新疆大学学了4年汉语的
留学生。没了语言上的障碍，距离一下子拉
近了，从业务洽谈到实地考察，不到两个月
的时间，双方就决定合作。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盖力家的70亩连栋
薄膜温室大棚拔地而起。但没想到，迎面就
遭遇了一场极为罕见的大风。为了抵抗大
风，王守波带领团队在大棚四周增加了固定
的斜撑，甚至一些连接件都提前采取了加固
措施，增强了大棚的抗风性能。

这一次，盖力家的大棚在大风中“经受
住了考验”，但周围其他大棚的状况就不是很
乐观了。就这样，经受住了大风的考验，山
东利森特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弧形
钢梁大棚一下子在当地打开了市场。

自此，从大棚建设到后期种植管理，王
守波带领团队“手把手”为当地菜农传授寿
光经验。从寿光到乌兹比克斯坦，跨越4600
公里的不只是一座座温室大棚，更是一整套
经过验证的产业升级“寿光方案”。

“寿光模式”
在异国他乡绽放生机

走进利森特现代农业设施公司的展示
厅，仿佛置身温室建筑的“联合国”。利
森特温室、组装日光温室……“我们输出
的不是简单的大棚，而是整套生存方
案。”王守波介绍，“定制服务”对大棚设
计师的要求比较高，特别是他们公司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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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为重要。在
公司设计团队里，设计策划、材质选购、
图纸设计等每一个环节都有专人负责，环
环相扣，大家群策群力，确保“定制”出
的每一套方案都是精品。

从单枪匹马到拥有跨国设计团队，王
守波始终坚守在技术最前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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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个国家受到欢迎。

“最难的不是技术，是如何让人家信
任你。”王守波坦言，每一套“寿光模
式”输出的背后都有一段“不服输”的故
事。

就说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推广，虽然大
棚建设成功了，但观念的不一样体现在种
植管理环节的方方面面：落蔓是寿光菜农
习以为常的管理小技巧，但在当地菜农看
来，这些“精细化”要求有些“多此一
举”。再者，蔬菜长高了，人够不着，当
地人认为可以把上面的叶子剪下来，至于
会不会影响蔬菜生长与后期产量，根本不
用考虑，因为“老天会保佑蔬菜”。

种植效益好坏直接影响大棚的评价。
就在王守波不知如何破局的时候，有着中
国留学背景的当地种植户伟龙走入他的视
线。经过反复沟通，伟龙同意在大棚里应
用水肥一体化、滴灌等设施设备，并且接
受寿光的全套技术指导。没想到，伟龙当
年蔬菜大棚的产量一下子提升了50%以
上。

眼见为实，看到伟龙的大棚迎来大丰
收，这下，农户们再也不随便说“老天会
保佑蔬菜”了，相反，纷纷遵从王守波的
建议，严格按照“寿光模式”种植，不仅
种植效益提升很多，而且市场越做越大。

如今，王守波已将蔬菜大棚建到了30
多个国家，用钢架与薄膜搭建起跨越国界
的“绿色桥梁”，让“寿光模式”在异国
他乡绽放生机。这些银色穹顶不仅产出了
新鲜蔬菜，更孕育着技术自信与文化共
鸣。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王守波表示，
这条播绿全球的征程，仍在继续，他将继
续秉持“寿光模式”这一金钥匙，以农业
技术为纽带，托举群众增收致富的愿景，
深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业合作潜
能。

■记者 宋成军 袁萍 赵红伟

36年前，冬暖式蔬菜大棚在寿光试种成功，拉开了我国蔬菜生产“绿色革命”的序幕。随着产业迭代升
级，逐渐成为蔬菜种植的“寿光模式”，如今“寿光模式”不仅在全国遍地开花，而且在共建“一带一路”国
家落地生根，走上了“播绿全球”的道路。

王守波，就是这批“技术输出”的典型代表。作为山东利森特现代农业设施公司的掌舵人，这位从寿光
菜田里走出来的企业家，自2015年起便扛起“技术外交”的大旗，他带领团队深入跟进“一带一路”现代农
业产业带建设，并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通过智能化定制，将中国的“寿光模式”温室大棚建到了世界多地。

今年4月初，寿光市融媒体记者团队专门赶赴乌兹别克斯坦，对王守波的传播“寿光模式”之路进行了
专题采访。

辗转世界各地
“量体裁衣”建大棚

王守波经营的利森特现代农业设施公司，成立于
2009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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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寿光市
成立最早的专业设施农业公司之一，王守波的生意一
直不错。但随着许多同质化公司迅速崛起，市场几近
饱和，为更好地创新发展，王守波一直在寻找新的出
路。

王守波喜欢关注时政新闻，经常看新闻联播。
2015年，看新闻的他忽然萌生出强烈的想法：国家再
三倡导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建设“丝绸之路经
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我们为什么不走出去呢？
以前是因为我们生产方式落后，没有能力走出去。现
在，我们许多项技术都走在了世界前列，仅我们公司
就拥有35项行业专利，走出去，一是帮助那些目前还
比较落后的国家，再就是与那些老牌先进农业国家同
台竞技，展示下我们国家这些年农业迅速发展的强劲
实力，何乐不为？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王守波通过寿光的外贸公
司、阿里巴巴国际站等渠道，发布公司信息。让他没
想到的是，很快，客户的回应纷至沓来。王守波带领
技术团队奔波在世界各地，“量体裁衣”建大棚：在非
洲几内亚，根据当地气候特点设计，建设了双斜面遮
阳温室、双拱遮阳温室50万平方米；在中东沙特阿拉
伯，设计建设2万平方米高标准智能玻璃育苗温室，
并建设100公顷树苗种植遮阳网室；在澳洲新西兰，
建设连栋水培温室；在俄罗斯，建设连栋玻璃温室8
万多平方米；在美国，建设医用大麻光剥夺温室60余
万平方米；在中亚乌兹别克斯坦，设计研发的新型连
栋薄膜温室，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就这样，王
守波依托寿光蔬菜产业的金字招牌，带领团队根据全
球不同地区的气候条件，为客户提供全配套、全定制
的专业服务。

王守波（左）与当地菜农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