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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郭全江

稻田无稻，却有不少响当当的农业品
牌——— 拥有“中国香瓜第一镇”的美称；“桂
河”芹菜、“寿光鸡”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王婆”香瓜和“燎原”蔬菜获得山东省著名
商标。

在原有品牌基础上，挖掘优势产业资源，
不断创新模式，稻田镇走出了一条现代农业的
转型升级之路。光伏蔬菜大棚项目实现并网发
电，单位土地面积效益大大增加；新建的现代
物流市场，让稻田果菜更迅捷地销往全国各
地；推出“宅配送”等服务，电子商务也初现
端倪。

光伏大棚，种菜发电两不误

张营前村华天光伏农业示范园内，一个个
大棚顶上装着太阳能板发电，大棚里面种着蔬
菜。

“蔬菜大棚和光伏太阳能结合，土地单位
面积效益大大增加。”潍坊华天新能源集团副
总经理赵东海介绍，“我们算过，每个光伏太
阳能大棚安装414块太阳能板，一年能发电12
万度，再加上种菜的收入，一个1000平米的大
棚，扣除人工和维修成本等，种菜和发电这两
项一年净利润在17万元左右。”

赵东海称，光伏大棚充分利用太阳能，在
产出蔬菜、输出电能的同时，还没有污染。如
果寿光的80万亩大棚全部改造为光伏大棚，年
发电量可达424亿度。如果光伏大棚能在全国
推广，中国农业将进入“生态”时代。

2013年11月8日，华天光伏蔬菜大棚一期1
兆瓦示范项目在稻田镇正式并网发电，预计每
年可发电159万度，售电利润180万元。蔬菜种
植、观光、采摘每年可实现利润140万元。与此同
时，项目可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1378吨，年减
少二氧化硫排放量9 . 5吨，具有良好的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目前二期4兆瓦工程钢结构棚
体也已完成，建成后年可发电520万度。

华天获益的同时，也带动周边村民发展。
华天大棚基地，从农户手中流转而来，统一建
成后，再租给种植户。

张营前村的李兴周将自家4亩地流转后，
每年可获得相当于2200公斤小麦的租金。他在
华天承包了3个棚，和媳妇忙活一年，纯收入
约12万元。

“光伏大棚是钢结构大棚，抗自然灾害能
力强。”李兴周说，“这样的棚，刮风下雨不
担心了。以前雨雪天，就得出来看着。”

小甜瓜成就大市场

“从2012年9月启用至2013年9月，新市场

瓜菜年交易量为 3亿公斤，交易额达 1 0亿
元。”寿光果菜批发市场有限公司总经理韩家
昌告诉记者，相比之前的老市场，现在年交易
额增加了2亿元。

原来的田马甜瓜批发市场始建于上世纪90
年代，当时占地50亩，后经过两次扩建后，达
到100亩。2000年3月，田马(后并于稻田)被中
国农学会特产专业委员会命名为“中国香瓜第
一镇”。2001年3月，“王婆”牌香瓜无形资
产被有关机构评估为3 . 3亿元。在田马香瓜的
带动下，该市场逐步发展为寿光最大的以甜瓜
为主的瓜果专业市场。

然而随着交易规模的膨胀，原有的交易场
地、交易手段和粗放的管理模式已不能适应进
一步发展的需要。稻田镇先后规划建设了9个
大型农产品物流项目。稻田蔬菜市场一期项目
改造后，建成占地11000平方米的交易大厅，
300多业户搬入新市场经营。占地200亩的田马
果菜市场一期工程2012年8月投入运营后，崔
宝杰及时进驻，“自从进了新市场，再也没有
拖欠过款。钱都是往卡里打，不用现金结算，
安全又方便。”

韩家昌称：“这是新市场实行电子结算带

来的好处。统一管理，统一称重，统一结算，
统一收费。”

与此同时，投资2 . 8亿元、占地200亩的田
马电子交易市场项目主体框架基本完成。这个
市场将于2014年5月建成，涵盖果菜现货交
易、现货拍卖交易和蔬菜种权交易三大功能，
将成为综合性的电子商务平台和食品交易展示
中心。

蔬菜销售向电子商务升级

2013年12月20日，青岛市南区的高女士登
陆寿光田苑果菜公司网站，订购了一个“2人
半年绿色蔬菜套餐”。第二天，她就收到了新
鲜的蔬菜。“点击鼠标，送菜上门，以后吃寿
光菜更方便了。”高女士在网上留言说。

2012年10月，田苑公司电子商务平台开始
运营后，推出了“宅配送”服务，实现了新鲜
蔬菜从农场到餐桌“点对点”的配送。目前，
覆盖范围扩展至潍坊、济南、青岛以及北京、
沈阳等地。

“现在网上销售年交易额达 3 0 0多万

元。”田苑公司副总经理郭东锋说，“目前开
展的业务中，套餐占40%，礼盒占一半，其余
的是单选。”为吸引更多客户，该公司网上销
售灵活采用各种措施，如价值超过100元的免
费配送。下单后，可以根据客户的要求，调整
送菜时间等。

记者登陆田苑公司网站，各种蔬菜套餐呈
现眼前。点击“2人半年绿色蔬菜套餐”，随
即弹出购买页面，只需经过填写核对订单信
息、提交订单、支付等步骤，就完成了对这个
套餐的订购。

“先把平台搭建起来，农产品流通和电子
商务结合是大势所趋。”郭东锋认为，寿光作
为蔬菜之乡，在农产品销售、流通等领域发展
电子商务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据了解，稻田镇大力开拓以电子商务为重
点的新兴服务业，将电子商务与水果蔬菜营销
相结合，带动合作社和龙头企业发展。除田苑
公司的“宅配送”外，田马电子交易市场借鉴
荷兰花卉拍卖模式，线上线下同步运营。稻田
大学生村官合作社建立了网上蔬菜超市，实现
了营销模式的新探索。

□ 本 报 记 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王 艳

“要啥有啥，舒适干净，没想到能住上这
样的好房子。花点钱也值。”69岁的寿光孙家
集街道营子村村民张功然，住在营子小区7号
楼14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住上楼，可以
说，生活上了一层楼。”

2013年，孙家集街道抓住土地总体规划进
行修编和土地挂钩试点的机遇，规划建设三元
朱、营子、马疃、胡营等10个社区，许多像张
功然一样的农民，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

寻找“最大公约数”

让农民上楼是个好事，但办好并不容易。
“扒了老房子，新房子能盖起来吗？”听

说要建社区，营子村的张孟然一开始很犹豫。
农村社区是个新事物，群众有个接受度和

思想转变的过程。如何打消百姓顾虑？孙家集
街道党工委书记范福民说：“群众意愿是推进
工作的动力。充分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
凝聚群众真知，从而寻找社区建设的‘最大公
约数’。”

取得村民认同，是社区建设的前提。周家
村党支部书记张永福说：“准备建社区时，先
后召开村两委委员会议、党员大会、村民议事
会等征求意见，90%以上同意再办。”在充分

沟通下，周家村98 . 1%的村民签订了拆迁同意
书。

后胡营村靠近城区，交通便利，地理位置
优越。该村想开发楼房，多次召开党员会和村
民议事会，最后全票通过。

张功然说：“只要公平公正公开，啥事都
透明了，大家就能接受。”

对于跟群众利益关系重大的房屋评估问
题，各村通过街道聘请有资质的专业评估公司
对群众资产进行评估，最大限度地保护被拆迁
群众的合法利益。在评估报告中，从门、地
砖、窗户，到隔断、墙裙、地脚线等，每一项
的规格、型号、数量、单价、评估值都标得一
清二楚。每次报告出来，先让群众过目，看有
没有遗漏的项目和问题。

一切数据都摆在明处，每家每户心里都有
本“明白账”。张孟然说：“谁家补偿多少，
标准计算得怎样都清清楚楚。一把尺子量事，
及时兑现补偿，我没啥说的。”

质量好才是真的好

2013年12月24日上午，周家社区8栋楼的建
设已接近尾声，正在进行道路硬化和小区环境
整理等工作。部分心急的村民已经开始了室内
装修。家具经销商瞄准乔迁新居的机会，将沙
发、桌椅等摆在楼前空地上，正在推销。

“最近一段时间，不少村民天天过来看，
都盼着快点入住。”村民马俊之对记者说。

马俊之曾干过建筑，懂工程，是村里派驻
工地的5个监督员之一。他们天天靠在工地
上，晚上轮流值班，紧盯着施工方。“质量问
题决不能出漏子，否则无法向老少爷们交
待。”马俊之说，有一次，他发现一个钢筋柱
浇筑完毕打开模板后有空隙，当场罚施工单位
300元，并责令推倒重来。

孙家集街道专门成立了社区建设管理办公
室，在每个社区组建了指挥部，安排经验丰富
的领导包靠，吃住在工地，督促调度。

“发现问题，立即整改，绝不留后遗
症。”范福民表示。

“石子、沙子、砖头的质量，钢筋的达标
率，都有寿光市质量监督局监测、化验。我们
找的建筑公司，是在参观考察时找的大建筑公
司，质量上有保证。”周家村党支部书记张永
福说。

对建设时机基本成熟、准备开工的社区，
孙家集街道组织搞好招投标，由社区办牵头，
邀请司法所、经管站、城建办等部门监督，党
员群众代表列席，现场公布开标结果和中标单
位，杜绝了暗箱操作现象发生。

楼好建，社区服务更关键

走进三元朱新村，如同走进城市的高档小
区。100多栋连体别墅、8栋公寓楼排列有序，
道路全部硬化、绿化，干净整洁。村中敬老
院、幼儿园、超市一应俱全，并配有1280平方
米的街心花坛广场。村里还给每家每户都安装
了太阳能和净水器。

韩晓静是三元朱村的解说员，住在村里
2011年建的二期公寓楼。“我们选的是‘130+
60’的和谐房，和老人对门，但阳台相通，分
户不分家。这样，我们有自己的空间，老人也
可以照顾孩子。”韩晓静说。

已经搬进营子社区新楼房一年的张孟然处

处感受到社区生活的便利：“比老平房强多
了，取暖、喝水都不一样了。以前村里定时供
水，有时还喝不上，现在24小时供水。”

张孟然和老伴住在69平方米的老年房。吃
了晚饭，他就去打乒乓球，“社区里活动手脚
的器械全部有了”。而小区正在建设的老年活
动中心，则让喜欢吹拉弹唱的张功然充满期
待。

随着社区建设逐渐推进，孙家集一些配套
设施正在完善。街区商业综合体正在拔地而
起，戴威花卉交易中心、胡营路口渠化岛、小
游园正在动工。胡营村3层楼的幼儿园和三元
朱的青少年德育宫已经建好，不久即可投入使
用。同时，孙家集街道还对孙集一中、大李、
营子两处小学扩建改造，对21处村级卫生所达
标改造，维修16公里多年破损的镇村道路等。

据范福民介绍，目前孙家集已完成或新铺
开10个集中居住区，总建筑面积达27 . 5万平方
米。2014年，弥河西岸的马疃片区将朝着“高
档休闲居住、文化旅游一条龙”目标迈进，沿
河的鲍楼、钓鱼台、堤里等村也将陆续改造。

光伏蔬菜大棚并网发电，新果菜市场无现金结算，电子商务初现端倪———

农业升级看稻田

农民上楼，生活更上一层楼
——— 孙家集街道社区建设扫描

□孙明 刘瑞全 报道
本报寿光讯 日前，省旅游局公布了我省新一

批国家3A级旅游景区入围名单，中国·水上王城洰
淀湖景区成功入选。至此，寿光市已拥有省级旅游
度假区1处，全省首批省级生态旅游示范区1处，国
家2A级以上旅游景区9家，其中4A级旅游景区3
家、3A级旅游景区4家、2A级旅游景区2家。

洰淀湖风景区突出原生态特色，扩建洰淀湖广
场，新建汉文化公园、湿地文化长廊等项目，在挖
掘利用地域传统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充分融进现代
文化元素，集中再现以生态休闲、汉武文化、湿地
文化为主体的湿地大氧吧，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水生
态文化旅游品牌。自2013年7月至今，共接待游客
约30万人次。

洰淀湖入围

国家3A级旅游景区

□石如宽 王兵 孙明 报道
本报寿光讯 近期，农业部下发《关于公布

“美丽乡村”创建试点名单的通知》，双王城生态
经济区榜上有名。此次创建试点全国共99个乡镇入
围，潍坊市仅双王城一家。

据悉，今后农业部将加大项目资源整合力度，
优先向“美丽乡村”创建试点乡村倾斜，为“美丽
乡村”建设提供强有力的项目支撑。

今年以来，双王城生态经济区围绕“美丽乡
村”创建，大搞村庄绿化和环境整治，启动了卧铺
老镇区、牛头社区改造提升工程。目前，卧铺沿街
商贸楼一期工程已完成主体施工。

双王城入选全国

“美丽乡村”创建试点

□吴庆辉 刘瑞全 报道
本报寿光讯 近日，寿光市七彩庄园基地桂河

芹菜获得第十一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参展产品
金奖，这是桂河芹菜继获得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和
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后的又一项国家级荣誉。

近年来，寿光大力推进蔬菜生产规模化、标准
化，蔬菜产业品牌化、国际化，保证蔬菜产出高
效，产品安全。截至目前，寿光的蔬菜品牌发展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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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农民赢得
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桂河芹菜获中国国际

农产品交易会金奖

□记者 吴庆辉 报道
本报寿光讯 2013年12月25日，在上口镇贾王

南召村山东东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院内，工作人员
正忙着将一盆盆种在花盆里的蔬菜搬到货车上。

盆栽蔬菜是上口镇今年重点扶持的特色农业项
目之一。近年来，上口镇积极引导农业走高产、优
质、高效之路，通过发展股份制合作社、扶持盆栽
蔬菜、帮助园区培育稀有品种等方式，促进农业转
型升级。

“这些盆景蔬菜不单具有食用价值，还可以供
消费者观赏，推向市场后销路很好，一天最多能售
出2000多盆，预计全年销量能达到30万盆。”东润
公司总经理刘俊说，2013年6月公司成立寿光圣烨
蔬菜专业合作社，开始专门生产盆栽蔬菜。

据介绍，东润公司主要生产乌塌菜、京水菜、
小油菜等20多个蔬菜品种，除销往省内的东营、淄
博、济南等城市外，还与河北、陕西、内蒙古等地
客户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盆栽蔬菜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事物，打算把
这项技术引到我们基地去，和上口镇菜农一起开辟
北京、天津的盆栽蔬菜市场。”河北客商孔艳杰
说。

盆栽蔬菜投入市场后供不应求，这让刘俊对盆
栽蔬菜的未来充满信心。在刘俊和技术人员的努力
下，盆栽蔬菜的种植技术日臻成熟。

“盆栽蔬菜利用基质栽培技术，使用草炭土培
育幼苗，减少了传统土壤栽培的‘土传病害’。整
个过程中不使用化肥，不使用农药，保证了蔬菜的
绿色无公害。”东润公司技术员袁汉东介绍说，盆
栽蔬菜生长快，买回去也很容易管理。

“公司目前月产盆景蔬菜2万盆，每盆批发价
约15元，是普通大棚蔬菜市场价的三倍以上。可以
说，蔬菜卖出了花的价钱。”刘俊说，公司还有43
个高温棚、5000平方米的智能棚和2000平方米的育
苗棚。加起来，一年销售能到1000多万元。

上口盆栽蔬菜

卖出花价钱

□石如宽 王亮 王朋 报道
本报寿光讯 近日，中国建材科研总院防水研

究院(寿光)防水装备应用技术研究所在寿光市台头
镇正式揭牌成立。同时，国家建材行业特有工种职
业技能培训鉴定040站以及宏源防水、宇虹防水、汇
源建材、正大防水等4个应用技术中心挂牌成立。

近年来，寿光针对质量提升、科技创新、环境
保护等制约产业发展的瓶颈，积极牵线搭桥，搭建
产业提升平台。防水装备技术应用研究所将发挥中
国建研总院防水研究院、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科研
院校的人才优势、技术优势，强化技术指导、培训
交流、成果推广，全面解决产品质量、环保技术、
产品研发和节能减排等难题，推动防水产业向更高
层次、更深领域转型升级。

寿光防水装备技术

应用研究所揭牌
光伏蔬菜大棚里，彩椒长得郁郁葱葱。

营子村村民张功然在新楼房里弹月琴。

三元朱新村村民在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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