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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化和园区化改变了传统的生产和经营模式———

寿光农民变身“蔬菜工人”
蔬菜产业已经形成流水作业

□ 本报记者 戴玉亮
见习记者 郑颖雪

本报通讯员 张永升

服务一条龙农民只管种菜

稻田镇崔岭东村村民郭迎新种着两个大
棚，每个1 . 5亩，今年种的是西红柿。她的棚一年
能种两季，由冬到夏的这一茬6月份刚收获完
毕，新苗已经栽上，静待秋季结果，可一直卖到
元旦。

2013年7月30日下午，正在棚里劳作的郭迎
新对记者说，“肥料和农药由合作社送，技术有
专人指导，西红柿熟了后直接送到合作社，由他
们销售，我们只管种。其实，我们就是些蔬菜工
人啊。”

郭迎新所说的这个合作社，就是与寿光田
苑果菜生产有限公司合二为一的燎原果菜专业
合作社。这个合作社有成员317户，户均两个大
棚。与郭迎新同在该社的西稻田村村民李爱荣，
种的是茄子和杭椒。

李爱荣说，“加入合作社，一是放心，不用害
怕买着假肥料和假药了。技术员定期来，一般每
周一次，要是有什么问题，只要一个电话，技术
员就来了。二是省心，种出的菜，送过去，检验合
格了，合作社以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收购。每个
棚产量5000公斤以内的，价格超过3元一公斤
的，合作社年底每公斤还返利6毛钱，价格不超
过3元一斤的，每公斤返利4毛钱。”

李爱荣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她的棚一个一
年毛收入能到9万块左右，成本占不到一半。资
料显示，2012年寿光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12805
元，其中60%以上来自蔬菜产业。

燎原合作社法人代表李春香称，能以高于
本地市场价的价格收购菜农的蔬菜，一是因为
他们种出的菜我们放心，二是对我们的“燎原”
品牌有信心。合作社所有的菜，以这个山东省著
名商标的名号，直接销售到沃尔玛、家乐福、大
润发、银座、乐购、家家悦、佳乐家等全国联锁超
市，日销量1万多公斤。在省城济南的各大超市，
记者看到，燎原品牌的蔬菜，价格高出普通蔬菜
至少3倍以上。

新型生态农场打造品牌

合作社这种形式，只是寿光蔬菜产业集约
化的初级和较为松散的形式，再往上一级，则是
各类新型农场和农业龙头企业。

在台头镇北孙村，有个以诚生态农场，占地
400亩，农场主是靠蔬菜销售发家的王德永。以
诚农场现有40个大棚、共计120亩的地种菜，200
亩种着法桐、盐柳、毛白蜡等苗木，另有40亩的
果树和40亩的樱花和海棠。去过农业发达国家
荷兰、中国台湾等地区，见多识广的王德永的目
标是，用15年时间，打造一个精品、花园式农场，
有菜有花有树，且必须是生态循环农业。王德永
正在做的工作是，将农场产生的全部大棚废料

及动物粪便等重新利用，用沼气、沼液等将种养
殖串联起来，实现自给自足。王德永说，旺季时
要雇到30多个“蔬菜工人”，仅这些工人的工资，
每年支出至少100万元。

“农场化和园区化是农业的大势所趋。”王
德永称，“园区化，就必然要求生产的标准化，产
品的品牌化，从而保证我们卖出去的东西是安
全的。传统的一家一户式的生产，使产品很难追
溯到源头，而一旦做大做强之后，逼迫你不能出
任何产品质量问题，因为你的投资经不起这样
的风险。”

据了解，目前寿光全市有合作社形式的组
织900多个，而像以诚农场这样的农业龙头已发
展到410家，其中省级以上重点龙头企业16家。
在镇级，寿光通过土地流转、集中建设的形式，
建设了126个占地300亩以上的封闭式蔬菜园
区，建设面积达8 . 9万亩，新建大棚8000多个，建
立了集“生产管理、农资配送、技术指导、品牌创
建、市场营销”于一体的现代农业体系。农业企
业和合作社带动了寿光80%的农户直接或间接
地参与产业化、国际化经营。寿光全市70%的园
区蔬菜以品牌的形式进入北京、上海等大中城
市高端市场，英国乐购、法国家乐福、卜蜂莲花、
北京京客隆等大型超市与寿光园区合作设立了
集中配送站，大型连锁超市直接配送覆盖面达
80%。

超大型农业园区目标高远

在合作社、龙头企业、新型农场的基础
上，善于突破的寿光人，更进一步，率先提
出，以有机农业和蔬菜种子产业发展为重点，
扶持和引导龙头企业、合作组织及种植大户建
设现代农业园区，推进农业经营由分散向大型
园区化转变。为此，寿光市大手笔地在市区边
上的大西环规划建设了总长17公里，占地6万
亩的现代生态农业示范区，目前已建成并投入
生产3 . 5万亩，落实高端农业项目30个。

组建于1998年的山东寿光蔬菜产业集团，
是寿光最大的蔬菜企业，公司主导品牌“七彩
庄园”是中国驰名商标。在寿光现代生态农业
示范区的建设中，该公司一马当先，已建成占
地1600亩的生产基地。在这个基地内，代表世
界农业最先进技术的荷兰厅，7个联动智能温
室，进行品种和生产示范展示。在恒温自动化
监控中心，记者看到，只要工作人员轻点鼠
标，360度摄像头就能将温室内的任何一个角
落显示在LED屏上，当前的气温、湿度、二氧
化碳浓度等相关数据也一一显现。与此同时，
这个基地还建有261个高温大棚，数百名“蔬
菜工人”在大棚内工作。

据了解，为支持现代农业发展，寿光财政
去年投入了6281万元，利用社会资金高达18 . 89
亿元。寿光农业还积极与金融机构对接，打造
了农村住房、大棚、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土地流
转收益权抵押借款的“寿光模式”，去年共从
银行获得5亿元集中授信和集中贷款，用于农
业园区建设。与此同时，以现代农业金融试验
区为目标，推动农业龙头企业组团上市，目前
金正食品已成功上市，寿光蔬菜产业集团正在
积极运作上市。

“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全国农业标
准化生产示范县”、“全国农技推广体系建设
示范县”、“山东省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
区”等一系列荣誉，都指向一个地方，那就是
寿光。

资料显示，我国人均蔬菜占有量500公
斤，2012年全国蔬菜种植面积3亿亩，总产量7
亿吨，平均亩产2吨多。而寿光全市目前的蔬
菜种植面积是80万亩，冬暖式蔬菜大棚40万
个，年产蔬菜439万吨，亩产高达5吨以上。这
么高的产量和更优的质量，与集约化、规模
化、园区化的大生产，与标准化的生产管理模
式以及16万户的“蔬菜工人”长年累月的辛勤
劳作关系巨大。

□ 本报记者 戴玉亮
见习记者 郑颖雪

本报通讯员 张永升

7月30日上午9时，在寿光城区西北角的中
国寿光农产品物流园的1号大厅里，记者看到
一派繁忙景象：一辆辆人力三轮车、农用机动
三轮车、小卡车等各式运输工具，满载着一箱
箱蔬菜、瓜果，排着队，等着过磅。

物流园蔬菜经营管理部经理张南告诉记
者，这个点其实并不是交易的高峰，每天凌晨
两三点才是最忙的时候。

据张南介绍，由于寿光本地菜绝大部分通
过当地的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等直接销售到
了全国各大连锁超市，这里的果菜80%来自海
南、广东、云南、福建、浙江、上海、河北、
辽宁、内蒙古、河南、山西等山东以外，另有
约15%是寿光以外山东境内的，只有大约5%的
蔬菜是寿光本地的。正所谓，“买全国，卖全
国”。

寿光农产品物流园全国最大，是原来的寿
光蔬菜批发市场经过10次扩建、改建后，2009
年最终整体搬迁到了此处。物流园投资20亿
元，占地面积3000亩。目前，一、二期工程已

经投入使用，三期工程预计今年年底投入使
用。

物流园蔬菜一部经理孙纲领说，旺季的时
候每天交易在2000万公斤左右，正常情况下每
天交易1500万公斤，淡季每天也有1000万公斤
的成交量。物流园所有的摊位基本固定，实行
实名制，摊位上方都挂着卖方的名字。摊位使
用全部免费，物流园仅按交易额的2 . 5%向卖方
收取管理费。

在一个摊位前，记者遇到了来自黑龙江尚
志市的纪振男。36岁的纪振男，祖籍寿光，18
岁时来到寿光，先是在老批发市场给别人打
工，干些收菜、运菜、装卸等杂活儿，用他自
己的话说就是当业务员。21岁时，纪振男自己
干起了蔬菜批发生意。经过15年的打拼，他现
在有了8台大卡车，雇了27个人。

纪振男给记者细数了他现在正卖的蔬菜品
种，有菜花、芸豆、西葫芦、橄榄、白菜、菠
菜、西兰花等等。“这个季节，主要卖的是河
北张家口一带的菜。”纪振男说，“我冬春卖
福建、上海等地的南方菜；夏秋卖河北、河南
的菜。冬天供全国，这个季节主要供山东。”
据纪振男介绍，一车菜拉30吨，他现在一天能
卖两三车，平均一天80吨。最忙的冬季，他一

天能卖到十五六车菜，日成交超过450吨，最
多的时候有500吨。

据介绍，待寿光农产品物流园全部建成投
入使用后，年可交易蔬菜、水果等农产品100
亿公斤，其中蔬菜交易可达60亿公斤。寿光本
地蔬菜的年产量目前约为44亿公斤，也就是
说，这个物流园一年交易的全国蔬菜，比寿光
蔬菜的年产量还要高出近40%。

同时，寿光以农产品物流园为核心，对外
抓开拓，对内抓完善，构筑了与国内外市场相
融合的现代化市场体系，配套建设了“十大蔬

菜专业市场”，带动了蔬菜运销、经营、中介
等产业和人才、信息、技术等要素市场的发
展，形成了内外相通、遍布城乡的市场网络。

据了解，目前寿光全市已发展专业市场40
多处，集贸市场196处。寿光还积极推广新型
市场销售方式，先后开通了寿光至北京、哈尔
滨、湛江三条“绿色通道”和面向国际市场的
海上“蓝色通道”、网上通道等。寿光蔬菜和
来自全国各地的蔬菜通过各种渠道，销售范围
辐射到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和10多个国家和地
区。

全国菜，寿光卖
——— 寿光农产品物流园扫描

蔬菜，是寿光的名片和最
大标志。如今，寿光人将这两者
结合，让种菜，这个原本一家一
户干的事儿，朝着全面规模化
和集约化的方向发展。一个个
新型农场，专业合作组织，农业
龙头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在寿光平坦的大地上。全新的
模式，在改变传统的农业生产
和经营的同时，也让无数的菜
农有了一个新的身份———“蔬
菜工人”。

□ 本报记者 戴玉亮
见习记者 郑颖雪

本报通讯员 张永升

绝大多数蔬菜，是从一粒种子开始的。种子
的优良，决定着蔬菜的产量和质量。因此，对蔬
菜产业来说，种子和种苗才是最上游的高端产
业，也是整个产业链中最核心的一环，就如同电
脑的CPU一样。

然而形势不容乐观。著名育种科研工作者马
德华博士表示，“洋种子”已占领了我国高端蔬
菜种子50%以上的市场份额，几乎涉及所有的蔬
菜品种。如何实现种业突围？是中国种企必须考
虑的问题。

经过多年的精心经营和富有魄力的创新突
破，在蔬菜生产和销售等中下游环节上达到国内
最高水平后，寿光人开始意识到种子和种苗的重
要性，提出了加强种业发展，加快向种子种苗产
业转型的战略。

寿光人第一步做的就是，2010年6月，引导寿
光蔬菜产业集团注册1 . 5亿元成立了大型种子企
业——— 寿光蔬菜种业集团有限公司，引进包括博
士、硕士在内的30多名育种科研人员，建育种技
术团队，并与中国农科院蔬菜所、国家蔬菜工程
研究所等单位合作，先后成功开发了“中寿”12
号辣椒等10余个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蔬菜优良品
种。

2013年7月30日，在位于寿光蔬菜大厦的寿光
蔬菜产业控股集团研发中心，实验室主任董甜博
士带领本报记者参观了他的实验室。指着一台台
仪器，董甜自豪地说，“都是从国外进口的，代
表着世界最先进水平，完全可以和国内所有大专
院校的有关研究中心和实验室进行无障碍对
接。”

董甜毕业于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目
前是国家大宗蔬菜技术体系寿光综合试验站团队
成员。像董甜这样的高科技人才，之所以选择来
寿光，一是专业对口，二是寿光得天独厚的科研
条件。董甜说，“这个研发中心实验室的实验育
种、分子标记、组织培养等工作与我的专业是一
致的。不仅如此，这里优越的实验条件，可以让
我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

这个研发中心还有另一个名字，叫山东省蔬
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是省科技厅下属的单位。
该中心常务副主任国家进告诉记者，根据国家政
策，一些科研机构须依托于企业，从而有利于科
研成果的推广。由于是企业，有些高级人才担心
将来企业不行了，前途怎么办？为此，寿光特地
出台政策，将引进的高级人才统一划归事业编
制，关系放在寿光市农业局，解决了他们的后顾
之忧。

已经在寿光安家落户并生子的董甜，目前的
主要科研工作是进行蔬菜新品种的病害和抗病性
分子实验。董甜说，集团在大西环有五六个育种
组，他们对不同的品种组合杂交提出病害检测，
我们用分子手段可以提前预知结果，而不必通过
传统的等到成熟后检验果实的办法，节约了大量
时间。

与此同时，寿光大手笔地建设种子创新创业
基地，重点建设2000亩国家蔬菜种子试验基地(共
用平台)和3000亩国家创业园。目前2000亩试验基
地已建成，配套建设了科技实验大楼、专家公寓
和展示中心，共用实验室、种质资源库和种子检
验中心等正在建设中。

另外，寿光还发展了科园春、新世纪等十几
个具备自主创新能力的种子种苗企业，有力推进
了蔬菜种子科研创新。天津德瑞特、三木种业等
国内知名种业集团日前也已落户寿光。

据了解，目前寿光全市从事种子经营业户达
429家，蔬菜育苗单位发展到100多家，育苗设施
面积达100多万平方米，年育苗能力12亿株，农民
年购种苗支出超过6亿元。

国家进称，“寿光人的目标很明确，那就
是，到2020年建成全国蔬菜种子自主创新基地，
蔬菜种子自主研发和产业发展能力显著增强，具
备企业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品种达到120个以上，具
有重大应用前景的突破性新品种达到30个以上；
初步建成全国蔬菜种业发展的创业平台，进驻科
研机构、种子企业达到30家以上，具备国际影响
力的育繁推一体化蔬菜种子企业发展到5家以上；
建成全国规模最大且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蔬菜种
业创新平台和展示服务中心。”

种苗培育

打造核心竞争力

寿光蔬菜产业集团研发中心的科研人员正在进行育种

现代化的育苗温室

荷兰种植模式采用采摘车管理作物

繁忙的蔬菜交易市场

□记者 戴玉亮 报道
本报寿光讯 记者日前从寿光市农业局了解

到，为确保蔬菜质量安全，寿光加强蔬菜质量检
测工作，目前已实现检测网络全覆盖。

寿光先是投资3000多万元建设了市农产品质
量检测中心，15处镇街区检测室投资200多万元新
上了28台高标准检测设备，全部配备了农产品质
量流动检测车，并专门招聘了24名专职农产品质
检员。

按照有场所、有法人、有人员、有设备、有
台账、有制度的“六有”标准，寿光对村头地边
的蔬菜交易市场进行了集中整治，对不符合标准
的755处村头地边蔬菜市场进行了取缔，保留的
575处市场全部配备了高标准速测设备，形成了全
覆盖的检测网络，实现了固定检测与流动检测、
定样检测与抽样检测的有机结合。

与此同时，寿光建设了农产品质量安全视频
监控与信息管理平台，把全市8处超市、15处农业
龙头企业、15处镇街区的所有村头地边市场速测
室全部纳入视频监控，各速测室速测仪数据接口
直接与寿光农业信息网的服务器连接，实现检测
数据的自动上传、统计、分析和处理。

寿光蔬菜

检测网络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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