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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光蔬菜“加速度”
——— 看“中国菜篮子”的工业化运营

有“中国菜篮子”之称的寿
光，近几年全面加快由分散种植向
基地园区、由注重数量向提高质
量、由蔬菜生产向种业研发“三个
转变”，提升蔬菜产业水平，增创蔬
菜领先优势，以蔬菜的高端化、高
附加值实现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的加速度。

关关键键词词：：蔬蔬菜菜产产业业升升级级

11月1日，记者在寿光市田苑果菜生产有限公司基地看到，职工
正在忙着对蔬菜进行包装、装车。“这批菜明天早上8：00就可以摆
上青岛家乐福、济南大润发等超市的货架。我们的蔬菜有自己的品
牌——— ‘燎原’，一万多亩蔬菜基地全部直供北京、济南、青岛等地
的大型超市，并且优质优价，供不应求。”公司办公室主任姜文京
说。

寿光蔬菜一直引领着全国蔬菜产业发展。近年来，寿光市提出农
业向高端化、品牌化迈进，其最重要的载体就是农业的园区化。

围绕打造标准园区这一主线，寿光市加强对蔬菜产业的科学规划
布局，市级在蔬菜产业优势区规划建设了南北长17公里、占地5万亩
的现代农业示范区，引进了科研型、生态型高端蔬菜园区项目32个，
着力打造全市高端农业发展聚集区、科研成果转化区和高新技术示范
展示区。镇级按照“集中连片、规模经营、绿色标准”的原则，扶持
和引导龙头企业、合作组织及种植大户建设标准化蔬菜园区，通过土
地流转、集中建设的形式，规划建设了137个占地300亩以上的封闭式
蔬菜园区。

“由公司统一管理园区，能够实现规模化生产、规范化经营，更
容易打造蔬菜品牌。”寿光市农业局局长杨维田说。

在农业园区建设中，寿光市创新了“公司+基地+农户”、“合
作社+基地+农户”、“公司+种植基地”、“公司+试验基地”等多
种运作模式。农业园区的建设，为寿光市蔬菜生产的上档升级提供了
一个良好的平台，对于提高蔬菜品质，保障蔬菜质量安全起到了关键
作用。

蔬菜种植离不开种子，但一提起蔬菜种子，总
让人有种“洋种子独霸江湖”的无奈。“目前寿光
种植上千个蔬菜品种，‘洋种子’市场占有率达
60%以上，在茄果类等设施蔬菜种子市场上份额甚
至高达80%。种子销售额一年有6亿元，绝大部分利
润被国外公司拿走了。”杨维田感慨道。

作为全国最大的设施蔬菜生产基地，寿光也是
重要的蔬菜种子集散地。改变蔬菜种子被国外垄断
格局，实现种子自主研发，成为寿光提升蔬菜产业
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措施。

据了解，为打造全国“蔬菜种业之都”，2006
年，寿光市与中国农业大学合作，依托山东省蔬菜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成立了寿光蔬菜研究院。2008
年，国家蔬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与山东省蔬菜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合作，共同建立“寿光蔬菜育种与示
范工作站”，进行新品种选育、种植示范、推广开
发。2012年，寿光出台种业发展扶持政策，每年拿
出2亿元支持种子种苗产业发展。同时，组建山东寿
光蔬菜种业集团，建设育种研发中心，设立了三个
种质资源库及四个实验室，引进了30多名育种科研
人员，开创了以企业为主体开展蔬菜种子研发的先
例。今年4月23日，农业部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在寿光
签订备忘录，共同建设国家现代蔬菜种业创新创业

基地。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国家蔬菜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8家单位与寿光市政府签署了在
寿光独立或联合建立蔬菜育种研发中心协议，寿光
市政府启动国家现代蔬菜种业创新创业基地研发中
心规划。

“截至目前，寿光自主研发的蔬菜新品种已有10
个，主要技术指标达到或超过国外同类进口品种。”山
东省蔬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国家进说。

寿光市还发展了科园春、新世纪等十几个具备
自主创新能力的种子种苗企业，有力地推进了蔬菜
种子科研创新。

寿光三木种苗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树森起初经营
外国种子。2010年，他依托公司设立了“潍坊市蔬
菜种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要从事蔬菜品种的
筛选、培育以及蔬菜栽培、病虫害防治等新技术的
研究。目前，他选育的“黑神”紫茄，已在寿光及
宁夏、甘肃、河南等地推广种植50万亩。

寿光本土种子也逐渐得到菜农的认可。纪台镇
孙家村的菜农过去主要种日本“长健”辣椒品种，
目前70%以上的菜农改种寿光蔬菜种业集团培育的
中寿12号辣椒品种。“这个品种种子便宜，果型还
好，品质高，产量比国外品种高30%以上。”该村
菜农孙振军说。

在寿光市现代农业示范园的“荷兰模式”种植大棚，
记者看到大棚内分布着数个移动信息控制终端及若干个
传感器。工作人员张晓娜介绍，控制终端实时监测棚内湿
度、温度、土壤水分等数据，并与技术人员手机相接，定时
传送相关信息，供技术人员决策。张晓娜告诉记者，大棚
管理极其严格，所有岩棉从荷兰进口，浇地水须三层过
滤。“不过，由于质量好，产品卖到十六七元一斤，全部供
应北京、天津等地大型超市。”张晓娜自豪地说。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种植、检测、上市、组装、运输
等整个生产流通领域，寿光市出台了一系列管控措施，其
制定的各类规章将农业生产全部纳入标准化体系，通过
加强技术推广、完善投入品使用制度和市场准入制度、园
区化种植引导、严格质量检测、推广安全追溯管理系统等
一系列措施，力求将寿光打造成为“全国最安全、最放心
的蔬菜基地”。目前，大棚滴灌、臭氧抑菌等300多项新技
术、1000多个新品种和立体栽培、无土栽培、生物栽培等
30多种种植新模式在该市广泛推广，科技进步对农业增
长的贡献率达到67%。

记者在上口镇欣航蔬菜生产专业合作社了解到，他
们对蔬菜大棚全部统一管理，每个大棚都有专人负责，在
种苗、栽培、生产、配药、采摘、销售等各个环节全部统一
化。“尤其是农业投入品，绝对统一采购，专人管理。只有
这样，才能保证蔬菜品质。”合作社理事长张敬才说。

在抓好蔬菜种植质量的同时，寿光市积极引导龙头
企业和农业园区开展国家地理标志、绿色食品等品牌申
报。截至目前，该市蔬菜品牌发展到120多个，有17个产品
被评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有552个产品被认定为“三品”
产品。其中，“乐义”牌黄瓜被评为中国名牌农产品，“乐
义”商标被评为中国驰名商标；“七彩庄园”、“燎原”、“洛
城”商标被评为山东省著名商标。

品牌争创为蔬菜进入高端市场创造了优势条件。目
前，寿光市70%的园区蔬菜以品牌形式进入北京、上海等
大中城市高端市场。

◆标准化
为蔬菜进入高端市场创造优势

寿光蔬菜产业的发展来源于创新的工作思路、优厚

的政策扶持、充足的资金投入以及工作的扎实推进。随

着寿光蔬菜园区化、种苗化、标准化发展，寿光将抢占

全国现代农业发展的制高点，为中国蔬菜品牌走向世

界、形成世界级蔬菜产业中心奠定坚实的基础。

◆书记点评
潍坊市委常委、寿光市委书记 孙明亮

◆种苗化 提升蔬菜产业核心竞争力

□本报记者 宋学宝 本报通讯员 刘瑞全

◆园区化 蔬菜生产升级的良好平台

□宋学宝
报道

寿光新世纪
种苗公司职工在
剔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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