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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世波 刘明志

金秋九月，丰收的季节，喜悦的节日，行
走在山区丘陵面积占87 . 3%的临朐大地上，感受
着这个传统农业大县一幕幕令人振奋的发展图
景，不仅是秀美的风景和漫山遍野的累累硕
果，更多的是一张张灿烂的笑脸，人欢机唱，
处处是收获的繁忙和喜悦……从往昔偏重传统
种养到如今“接二连三”的高附加值发展，由
一枝独秀到万木竞春，从“小打小闹”到全国
峰会，园区化、科技化、品牌化、标准化让绵
延千年的农业“故事”在临朐田野上改写，演
绎着临朐从农业大县向农业强县的蝶变“剧
情”，孕育着广大农民丰收的希望。传统农业
渐行渐远，现代农业正迎头赶上，农业，成为
临朐展示形象的另一金色名片。

个体种植向家庭农场转变———

打造标准化

循环式种植链条

临朐城关街道月庄村是有名的大棚樱桃种
植专业村，全村450户村民家家户户都种植大
樱桃，大棚樱桃种植面积600多亩，亩均收入
近6万元，每年到了盛果期，全村一天就能有两
万多斤鲜樱桃上市，如今村里不是十万、百万
元户的屈指可数。

种植户不断增多，人均种植面积快速膨
胀，临朐大樱桃产业驶向了发展快车道。如何
推动这一产业实现持续发展、规范发展，成为
接下来临朐着力解决的问题。临朐整合农林、
科技等多部门通过深入调研，制定了临朐大樱
桃生产标准，建立起了完善的质量标准和监控
体系，从建园、苗木选择、行间距、施肥、浇
水、病虫害防治等多个细节方面作出了明确规
定。通过定期不定期举办生产培训班、下乡技
术服务等形式，指导农民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
行标准化生产，大樱桃的产量和质量都有了显
著提高，大樱桃平均单产达到1500公斤，增产
20%以上，大樱桃俨然成了临朐果农的“摇钱
果”。目前全县大樱桃种植面积已发展到5万多
亩，年收入10亿多元，其中大棚大樱桃面积达
到1 . 8万亩，亩收入平均4万元。仅龙岗镇，大
棚樱桃种植面积发展到2000多亩，年产早熟大
樱桃400万斤，产值近亿元；露天大樱桃2万
亩，可产大樱桃5000万斤，实现农业产值5亿
元。在临朐，大樱桃只是农业标准化、规模化
发展的一个缩影，在精心扶持培育下，临朐县
涌现出月庄、杭山、倪家台等几十个大棚果专
业村，九山富硒苹果、龙岗薄壳核桃、寺头山
楂等农产品成了响当当的特色品牌，全县生态
种植果蔬基地已达6万亩，涉及大樱桃、葡萄、
核桃等十几个种类、50多个品种，年产量达
4000多万公斤，年可增加农民收入16 . 5亿元。

大棚里建上沼气池，用家畜粪便做原料，
产出的沼液用于叶面喷肥，沼渣用于棚内基
肥、追肥，沼气用于做饭、照明……在城关街
道倪家庄300多亩大棚，全部采用了沼气生产技
术，实现了能源、资源的循环利用和畜牧养
殖—沼渣沼液—发酵还田—有机食品多层增值
的“四位一体”的循环利用，昔日污染农村环
境的秸秆、粪便、垃圾“三废”如今变成燃
料、饲料、肥料“三宝”。目前，全县已建成
10处大型沼气服务站，农村户用沼气池达到3 . 7
万座，沼气示范村187个。

一个合作社带富周围几个村———

“农户+合作社+基地”

模式出效益

临朐新荷奶牛养殖场，是临朐最大的奶牛
标准化养殖场，原来存栏奶牛400多头，扩建后
又增加了400多头，今年将达到1500头，日产奶
13吨。

“建一个组织、兴一项产业、活一地经
济、富一方群众”，围绕做大做强奶牛产业，
临朐依托像新荷这样的45个标准化奶牛养殖
场，成立了26家奶牛合作社，走“龙头企业+合
作社+基地+农户”共赢的新路径，解决了单家
独户“办不了”、政府“包不了”的难题，让
一个个犹如独木小舟的奶农变成对接大市场的
“联合舰队”，伊利、蒙牛等乳业巨头争先伸
出“橄榄枝”，4 . 8万头的奶牛存栏数、近千吨
的日产奶量让临朐荣膺山东半岛最大的奶制品
复合加工基地和全国牛奶生产50强县。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奶牛
唱主角，瘦肉型猪、蜂蜜、肉鸭、朗德鹅和鹅
肥肝生产在全国也排得上号。数千只规模的鸭
场500多家，加工企业78家，年出栏加工1亿多
只，畅销168个大中城市；瘦肉型猪常年存养
350多万只，是全国著名生猪调出大县；朗德鹅
产业被称为亚洲最大鹅肥肝基地，19家鹅肥肝
企业年产1000吨，增收1800多万元，成为百万只
朗德鹅生产基地……不胜牧举的临朐亮点农产

品，各有千秋、各领风骚。目前，全县52家蔬
菜专业合作社，建成了六大瓜菜生产基地，吸
纳农民10万余户，发展瓜菜播种面积25万亩，
总产8 . 5亿公斤，年可为农民实现收入2亿元。
其中，临朐县寺头红香椿合作社、盛世果蔬专
业合作社等11家专业合作社，连续五年入选全
国“千社千品”富农工程农民专业合作社。

借助专业合作社上联市场、下联农户的优
势，临朐创新完善“农户+合作社+龙头企
业”、“基地+合作社”等发展模式，统一生产
标准、统一操作规程、统一产品质量标准、统
一农资供应，推动特色农业基地化、规模化发
展，合作社和龙头企业正以联盟组建的方式实
现优势互补共赢发展。惠农瓜菜购销专业合作
社，吸纳社员8000余人，辐射带动周边1万多农
户发展瓜菜生产，产品销往北京、上海、江苏
以及东北三省等十多个省市区，年产值2600多
万元，年纯收入1900多万元，农民年人均纯收
入9600元，该合作社也因此成为“潍坊市农业
标准化生产基地”；相亮山楂专业合作社现有
社员703户，拥有山楂基地10000亩，年产优质山
楂2万吨，年储存能力2 . 6万吨，实现销售收入
6200万元，一条“种植+基地+绿色农产品”的
产业链条已初步形成，所产的“联源”牌山楂
畅销天津、辽宁等十多个省市区……一头联市
场，一头联农民，合作社使农民“小群体”傍

上“大龙头”和“大市场”，成为农民增收、
农业增效的“保护伞”。

“围绕农民转、帮助农民算、做给农民
看、领着农民赚”，临朐为把合作社打造成为
“引进技术的桥梁、传播科技的课堂、指导生
产的顾问、拓展销路的红娘”，出台了一系列
政策，建立完善了“政府牵头、部门参与、整
合资源、齐抓共促”的工作机制，从资金帮
扶、金融支持、税收扶持、技术服务、市场准
入等方面给予优惠扶持，扶持发展起618家合作
社、107家规模农业龙头企业，趟出了一条以利
益为纽带、以服务为手段、利益均沾、风险共
担的合作发展、统分结合的新路子，让原本
“各管一摊”的农业专业合作社和“术业专
攻”的龙头企业联合，形成产业的“上下游”
关系，吸附非成员农户5 . 8万户，帮助农民实现
收入30多亿元。

临朐果蔬成为市场抢购的“放心牌”———

品牌示范、科技帮扶

引领现代农业加速前行

占地60亩的辛寨镇下峪村有机蔬菜生产示

范基地，有机蔬菜生产实施“六统一”管理：
统一组织生产、统一种苗供应、统一农资供
应、统一技术指导、统一检验检测、统一产品
销售，并制定了水果黄瓜、樱桃番茄、紫马铃
薯等蔬菜的有机生产技术规程。在种植环节
中，采用了先进的测土配方技术、秸秆生物反
应堆技术、沼渣沼液综合利用技术，应用无残
留杀菌的生物菌肥和沼渣沼液有机肥，不打农
药，绿色无污染。基地内安装了频振式太阳能
杀虫灯，购置了防虫网、粘虫板等物理防虫设
施，棚内悬挂黄色粘虫板，小拱棚覆盖防虫
网，大大减少病虫害的发生。全绿色的生产过
程让示范基地生产的芹菜、萝卜、韭菜、水果
黄瓜、樱桃番茄等7种蔬菜，通过了国家农业部
中绿华夏有机食品认证中心有机认证，从而
“身价倍增”。以大棚果、奶牛、肉鸭、烤
烟、朗德鹅和冷水鱼养殖等特色高效产业为重
点，临朐在突出抓好22个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和
12个农业转型项目的基础上，按照“特色鲜
明、规模高效、循环生态、示范带动”的原
则，加快建设龙岗镇大樱桃基地、东城草庙子
岭现代农牧示范园、城关月庄大樱桃示范园、
杨善瓜菜现代农业示范园等一批现代农业示范
基地，抓好黑山羊、朗德鹅、红香椿、佛手
瓜、高山蔬菜等一批特色基地建设。目前全县
已规划建成苹果、板栗、柿子等万亩果品基地

10余个，优质农产品基地发展到25 . 6万亩。
近年来，临朐大力发展特色高效农业，组

织县农业局、林业局、畜牧局的技术专家成立
专门的现代农业专家服务团，为种养殖户搞起
了“贴身服务”，几乎每天都下到田间地头和
种植大棚、养殖小区，面对面讲、手把手教，
积极做好技术指导和服务工作，为种养殖户提
供配方施肥、放蜂授粉、科学修剪、疏花疏
果、无公害防治病虫害、秸秆反应堆等一系列
技术帮扶措施，同时，开通大棚果“110”热线
电话、制订发布大樱桃、葡萄、西瓜等标准化
生产技术规程等一系列措施为农户解决了种养
殖过程中的问题，临朐特色生态果蔬种植的软
实力进一步增强，创业激情被不断激发出来。
振华果品专业合作社、相亮山楂生产合作社等
一批龙头大户纷纷与山东农业大学、青岛科技
大学等高等院所签订了科技合作协议，建立起
产学研联合实验基地，开展联合技术攻关和新
品研发，为临朐农产品发展打造严密的科技
“防护网”，临朐农业品牌的核心竞争力不断
增强。

将品牌农业作为产业发展主攻目标，临朐
以市场为导向，不断出台扶持政策，早在2003
年开始，临朐就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果
树设施栽培的意见》、《加快推进品牌农业发
展的意见》等一系列“红头文件”，对每年重
点发展的品类、种植面积、奖励措施等进行科
学引导，鼓励和帮助农民、合作社争创优质果
蔬品牌，以产业育品牌，以品牌拓市场，“品
牌先行”的临朐现代农业，既鼓起了大农民的
“钱袋子”，也为产业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
力。

把培育品牌、打造品牌作为推动资源优势
向品牌优势转变、向村品经济转变的推手，临
朐整合全县优质农业资源，按照“规划一批、
培育一批、成熟一批、推出一批”的原则，对
现有优势产业、优势产品和名优特农产品进行
筛选排队，每年确定一批农产品作为重点培育
对象，以镇村为单元，以农户为载体，推广
“一村一品、一镇一业”模式，引导各镇村依
据自身实际，宜菜则菜、宜工则工、宜种则
种、宜养则养，每个镇、每个村都培育壮大起
了自己的“金矿”：冶源镇建成了万亩优质葡
萄基地、万亩西瓜蔬菜基地和冷水鱼养殖基
地；九山镇规划建设了万亩苹果、万亩板栗、
万亩葡萄、万亩核桃“四个万”农业示范基
地；龙岗镇发展大棚瓜菜1 . 2万亩、绿化苗木1
万亩、花卉大棚1500个、黄烟2000亩，形成了以
“北部花卉苗木、中部林果瓜菜、南部黄烟”
的“板块”农业，原先“各自为政”的小农业
从“一村”到“多村”，从“多村”到镇域，
从镇域到板块，构筑起了“一个产业带动一方
富裕、一个品牌彰显一方特色”的现代农业格
局。同时，发挥龙头企业、合作社、协会品牌
创建的主体作用，组织全县28家农民专业合作
社开展了“三品”认证，引导龙头企业参加中
国名牌农产品、山东省名牌农产品、地理标志
证明商标的认定评选活动，先后成功注册了寺
头红香椿、五井黑山羊、九山苹果等10件“中
国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拥有注册商标68个，
获得无公害产品认证37个，绿色食品认证43
个，有机食品认证14个，涵盖果品、蔬菜、杂
粮、禽蛋、蜂产品、水产品等十多个农产品品
类。临朐县先后被授予“全国果品(水果)生产百
强县”、“大樱桃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
“中国优质果品基地重点县”等称号。

打造高标准“绿色农业基地”
临朐加快从农业大县向农业强县转变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九山富硒苹果 国家绿色食品——— 嵩山富硒佛手瓜

全国牛奶生产50强县——— 标准化奶牛养殖场 江北最大的樱桃生产基地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寺头红香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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