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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石如宽 郑颖雪 戴玉亮

一瓶600毫升的深层海洋生成水售价35元
人民币，两瓶浓缩的液体肥料相当于500公斤
袋装固体肥料，硫酰氟气体制剂可以防治根线
虫病，葡萄生长在树上，一个西瓜重达24公
斤。菜博会台湾馆里，新鲜好玩的展品吸引人
们驻足观望。

“今年的4号馆专门设立为台湾馆，前所
未有，游客能看到500多个极富台湾特色的展
品。”寿光市台办主任韩兴武说。

宝岛特产，件件新奇

展馆中有棵已经生长20年的树葡萄，枝干
上新长出来的一簇簇小葡萄绿油油的，成熟后
的果实则变成了紫黑色。

树葡萄一年四季都可开花、结果。让人称
奇的是，同一枝干上，有的在开花，有的正结
果，有的已经成熟。“树葡萄香甜可口，营养
丰富，味似山竹、香芭乐、释迦、凤梨等多种
风味。”台湾展商范东森称。

记者还看到几株神秘果树，树上生长着2
厘米长的椭圆形红色果实。“表面上看不起
眼，但只要吃一点点神秘果，4小时后，不管你
吃的是酸的、苦的、辣的，到嘴里都是甜的。”
韩兴武说，神秘果被称为果园里的魔术师。

4号馆还展示着台湾农业的新科技。净毒
大师，可以去掉蔬果表面农药残留；保水性、
透气性好的椰糠，适合蔬菜、瓜果、花卉的无
土栽培。台湾医学博士张维懋解决了人参生长
重茬问题。还有台湾独有的牛樟芝、300棵台
湾黄皮西瓜、单瓣樱花等。

“我们这次还带来了很多台湾小吃。”台
湾馆台方负责人、台湾农委会前主任范振宗
说，有凤梨酥、方块酥、黑糖、高山茶、高粱
酒、茶梅、干贝酱、马拉桑酒、竹炭花生、马
油、一条根等。

一地游四季，赏尽蝴蝶兰

台湾馆里最美的景色，是一大片绚丽的蝴
蝶兰。

大型蝴蝶兰景观组合“菜乡兰韵”，透着

春、夏、秋、冬的四季色彩，2万株蝴蝶兰倾
情绽放。

春景里，一只傲人孔雀绽着五彩尾羽，和
绿意葱茏的景象融为一体。夏季，蓝白相间的
沙滩、五彩的贝壳、莹白的珊瑚映衬其中，蝴

蝶兰更显妩媚娇嫩。秋天，在一片落叶缤纷
中，风姿若仙的蝴蝶兰高雅迷人。而在冬日，
棉絮轻落在蝴蝶兰花瓣上，几只俏皮的梅花鹿
嬉戏其中。

“我们希望游客不仅能品尝台湾美食、参
观农业科技，还能欣赏台湾美景。”范振宗介
绍，展出的蝴蝶兰品种都是地道的台湾货。

台湾地处亚热带，阳光与湿度配合得当，
适合兰花生长。台湾是目前全球蝴蝶兰最大产
出地，其产量之大，技术与品质之优，堪称世
界之最。蝴蝶兰在台湾，只生长在兰屿、绿
岛、台东、恒春半岛等地。春秋开花，一根花
茎上可以开几十朵花蕊。蝴蝶兰开放时，轻风
吹过，远远望去，一簇簇蝴蝶兰就像一群群五
彩缤纷的蝴蝶，在山坡上翩翩起舞。

从只展不卖到单独成馆

4月21日，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在台湾馆
争相欣赏台湾特色植物，品尝特色美食。还有
八方客商与台湾参展商谈生意，聊项目。

韩兴武告诉记者：“今天是周一，人流量
小了不少，但也得排队进馆。昨天是台湾馆开
馆第一天，正好星期天，排队的游客众多，馆
内商品销售火爆，有的商人一天销售额就达到
近万元。树葡萄、台湾樱花、牛樟芝制品、人
参黑木耳露等达成许多合作项目。”

寿光市民马骁在台湾牛轧糖摊前观看师傅
制作，品尝完后买了100元的糖才离开。“以

前只在网上买过，感觉有点硬，这个吃起来又软
又甜，看着他们现场做也非常卫生。”马骁说。

在台湾乌龙茶展区，来自济南的宋云发，
品完茶后又购买了不少茶叶。“这种乌龙茶味
道清香，很适合我，多买一些，回去送送朋
友。”品完，买完，他还不忘要张名片带走，
打算以后再买。

从2006年首届台湾展的“只展不卖”，到
去年的“展示加展销”，再到今年单独设立
“台湾馆”，不仅促进了两岸的农业交流合
作，也为两岸农业投资与贸易搭建了新的平
台。

“此次台湾馆的设计与观光农业结合，既
体现了寿光的‘菜乡特色’，又有‘台湾高
度’，展出面积达7000平方米，共有展位193
个。”韩兴武说。

在筹备展会的过程中，寿光与台湾农业组
织和相关企业建立了直接联系，开启了寿台农
业交流与合作的新阶段。由台湾上新兰业和寿
光万芳园艺合作的万象生物科技项目，已正式
投产运营，主要从事花卉苗木，尤其是蝴蝶兰
新品种的研发。台湾阿里山樱花观光园项目由
台湾富盛农业与天成食品集团合作开发，从事
阿里山樱花、树葡萄、甜柿的观光旅游及新品
种研发。现一期4万棵樱花、1万棵北海道黄杨
已开始种植。从事台湾鱼蛋白液体肥分装、销
售的项目在4月上旬开始运营。其他合作意向
如海洋生成水项目、台湾农产品超市项目、
5000亩工厂化水产养殖项目正在对接洽谈。

□ 本报记者 郑颖雪 戴玉亮

“这次菜博会服务真周到，把我们需要的
都替我们想到了。”4月20日，一家人从淄博
自驾到菜博会参观的冯琦说。

今年菜博会，会场外交通秩序井然，游客
排队进场，志愿者无处不在，环境干净整洁，
地上没有乱丢一气的传单、名片等。

停车场全部免费开放

“我们的车刚开进来，就有交警过来指挥
了，引导我们停到空位上。来之前还考虑怎么
停车，没想到来了很快就停下了。”冯琦说。

据寿光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副大队长李兆亭
介绍：“交警大队400余名警力全员出动，上
路执勤，为游客提供交通疏导、道路指引等服
务，确保展会交通安全、通畅。”

记者在菜博会主会场附近看到，通往菜
博会展馆的圣城东街上，所有护栏都被拆
除，方便游客车辆通行。此外，交警大队规
划了8个停车场，全部免费对外开放。这些
停车场均匀分布在展馆周围，平时开放 6
个，剩余2个作为备用停车场，根据客流情
况随时开放。

4月20日是菜博会开幕第一天，正值星期
天，客流量非常大，每个展厅都有游客排队。
记者看到，游客们都在工作人员的指挥下，按
入口处规划排队，没有插队现象。

在5号厅出口，有几位游客拿着票想请工
作人员通融一下，从出口进去，省去排队时
间。两位工作人员耐心解释：“你们这样对其
他游客不公平，并且从出口进入，与其他游客
参观方向相反，人多的话容易引发事故。”

经劝说，几位游客也意识到了安全问题，
随后到入口处排队。

志愿者服务专业又贴心

在位于1号厅与2号厅之间的志愿者服务
处，来自湖南长沙的周晓东与妻子正在咨询台
湾馆的具体位置。志愿者邢晓莉给了他们一张
整个园区的平面图，并在上面标出了他们现在
的位置和台湾馆的位置，告诉他们具体路线，
两人满意离开。

“我们都是经过考试选拔，培训一个月后
上岗的，对整个园区的情况非常熟悉，几乎所
有问题都难不倒我们。”邢晓莉说。

另外两位志愿者常赞、于加娜与邢晓莉是
同学。培训时，他们不仅学习服务内容，还学
习了相关文化知识，可以给游客进行讲解。

“这个服务点还提供免费饮水、雨伞、常
用药品等，以备游客不时之需。有的游客购买
了商品，也可以免费寄存到这里，走累了还可
以在这里休息。”常赞说。

前来咨询场馆位置的，索要场馆简介的，
以及喝水的游客络绎不绝。“在1号馆走了半
天，又热又渴，刚出来就看见这里有饮水提
供，真是太方便了。”昌邑游客李佳瑜说。

不仅如此，看到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志愿
者们都会主动走上去，询问是否需要帮助。

“有的老年人需要帮助，但他们可能担心
自己不会说普通话，跟我们沟通有困难，或者
不想麻烦我们。这样的情况，我们主动去找他
们是非常重要的。”于加娜说。

垃圾一年比一年少

虽然游客众多，但菜博会展区内，所到之
处干净整洁，鲜见乱丢的传单和名片。

73岁的李芳英是一名环卫工人，她和许多
一起工作的老姐妹共同到菜博会上帮忙。

“现在其实垃圾不多了，我在菜博会上干
了5年，感觉一年比一年轻松。现在游客素质
提高了不少，随地乱扔垃圾的少了。”李芳英
说。

正在9号馆门口排队检票的马佳同和女朋
友吕晓雯手里各拿着一个空饮料瓶。“这么多
人排队，大家都看着，怎么好意思随地扔呢，
想找个垃圾箱扔。”马佳同说。

“环卫工大部分是上了年纪的人，他们工
作这么认真，不能再给他们添麻烦。大家都不

扔垃圾，他们就轻松了。”吕晓雯说。
采访中记者注意到，整个展区内垃圾箱非

常多，尤其是在小吃聚集的区域，垃圾箱更是
随处可见。

“现在垃圾最多的就是展厅里，尤其是展
台附近，因为名片、传单多，不小心掉到地上
的，或者有的游客接到传单不想要扔掉的。现
在参观的人太多，展厅里不好打扫。我们就一
会儿走一遍，捡拾一下，尽最大努力保持环境
卫生。”正在1号厅装运垃圾的吴书祥说。

菜博会全方位、人性化服务游客———

“需要的，都替我们想到了”

蝴蝶兰、树葡萄来了，凤梨酥、牛轧糖有了，深层海洋生成水、液体肥料亮相了———

新奇特，菜博会刮起“台湾风”

□ 本报记者 单辰 戴玉亮

累计结果量可达3000多公斤的西红柿
树、瓜条无数的黄瓜树、根茎饱满的地瓜
树……单株极限生长，是菜博会展示技术
中的“一绝”。

4月20日，在10号展厅的现代阳台农
业水培展示区右侧，记者看到，一个地瓜
树上挂满了硕大的根茎。“这是地瓜树中
的‘小霸王’，因为长势太旺，把外面的
保护套都撑破了。”该展厅副厅长马可文

说，地瓜树利用的是空中循环生长技术。
左边两棵是多年生豫薯王，中间为当年生
豫薯王和广薯，右边两棵是当年生紫薯。

“地瓜树一年可循环结薯500公斤。
利用深液流栽培模式，采用红薯多年生空
中连续结薯技术，将红薯由传统的土壤栽
培转变成水耕栽培。”该展厅技术人员王
安祥说，“树上悬挂的空中吊盆，给枝干
侧根持续供给营养。水生根系分工合作，
一次种植，多年采收。”

据介绍，这种新型栽培方法在栽培学

研究和农业观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可
在海岛、山区等土地贫瘠的地方种植，也
可在自家阳台上种植。可食用，又可遮阴
观赏，一举多得。”王安祥说。

位于地瓜树北侧，9棵树冠直径近6米
的西红柿树果实累累。树冠下方，负责给
西红柿树供给养料的箱体内传出发动机的
声音。工作人员打开一侧的箱盖，里面的
液体正旋涡式地流动，旁边的生长表上记
录着养料的配比、添加时间等。

“西红柿树采用深液流栽培，树式栽
培基本都是这种方式。”马可文说，“植
物的根系完全或大部分在营养液浸泡环境
中生长，而种植槽一般用硬质塑料板、塑
料薄膜或塑料管等制成。这种栽培方式具
有设施造价相对较低，短时间不循环无妨
碍，设施轻便等优点。”

据介绍，特大西红柿树单株覆盖面积
可达100多平方米，累计结果可达3000多
公斤。（左图）

“这里的西红柿树之所以覆盖面积
大，结果量大，不仅在于品种优良，关键
还在于采用了先进的栽培模式。”王安祥
说，“粉娇妹、绿宝石、白玉堂、棕圣果、黄冠
等优良西红柿品种，也被选种进来。”

菜博会组委会办公室展览部部长赵利
华介绍，往年的单株极限生长展示多零散
分布。为了便于参观，今年的10号厅作为
单株极限生产潜能集成展示区，除西红柿
等常规“树”种外，还增加了地瓜、蛇瓜
等。

好大一棵西红柿树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菜博会9号厅的“机房”里，一瓶瓶北冬虫夏
草正在繁育。

“冬虫夏草，我们完全可以实现工厂化生
产。”潍坊科技学院生物工程研发中心主任李美芹
告诉记者。

这个“机房”是植物组培展示区。“组培，简
单说就是取蔬菜的任何部分，在无菌的人工培养基
上生长和繁育。植物性细胞具有全能型，都有发展
成整个植株的潜力。”李美芹说，正是利用植物的
这种特性，实现克隆。

冬虫夏草，因为营养价值高，价格昂贵，一般
人消费不起。潍坊科技学院研究团队采集泰山冬虫
夏草的野生品种，进行人工驯化。初始，用蚕蛹做
培养基，符合实验室研究需要，但向百姓推广非常
难。在试验中，李美芹慢慢地用小麦粒做培养基，
然后添加适当的营养成分，让“草”长出来。

多次试验后，李美芹发现，克隆的冬虫夏草营
养价值没有降低。还有一项好处是培养过程无菌的
环境，让采下来的冬虫夏草，不用清洗就可以直接
吃。“普通的冬虫夏草平时需要清洗，表面的孢子
就洗掉了，许多营养就浪费了。”李美芹说。

非洲菊、蝴蝶兰等花卉，没有种子，只能分蘖
繁殖，克隆的意义更为重大。

9号厅的一片区域种植着非洲菊，朵朵花儿盛
开。这也是“机房”培育出来的品种。李美芹说，
只要温度控制在20℃以内，就可以四季出花。

目前，李美芹的育苗室主要从事非洲菊、蝴蝶
兰、红掌、北冬虫夏草、草莓、红叶石楠、铁皮石
斛、树莓、降糖草、水草等蔬菜及花卉的组培、快
速繁殖及驯化移栽。

“刺槐主要是参照寿光北部的盐碱地研发组培
的。刺槐在耐碱性上有很强优势，但其繁育比较困
难，加上生长过慢，在栽植上有一定局限性。采用
组培后，可以很好地解决繁育难题。”李美芹称。

冬虫夏草

实现工厂化生产

□ 本报记者 单辰 本报通讯员 王朋

4月21日，记者在菜博会10号展厅东侧看到，
一串串青翠的西红柿幼果长在整齐排列的白色箱体
里，箱体的两侧还种植着叶菜。

“这是西红柿气雾栽培模式展示区。别看上面
的西红柿叶茎长相差不多，但结出来的果子可不一
样。”10号厅副厅长马可文说，“从东向西，依次
种植的是黄罗曼、凯蒂、戴维森……成熟的时候，
红的、黄的、大的、小的，多彩多姿。”

打开多边形的箱体盖子，白色雾气扑面而来，
植物根系生长在“雾”中。

“给西红柿喷洒杀菌液，保证它们不受病菌感
染。因为之前每周定期喷洒，现在正是它们的最佳
状态。”马可文说，气雾栽培是一种新型的栽培方式，
利用喷雾装置将营养液雾化为小雾滴状，直接喷射
到植物根部，以提供植物生长所需的水分和养分。

据介绍，雾培技术以人工创造作物根系环境取
代了土壤环境，有效解决了传统土壤栽培中难以解
决的水分、空气、养分供应的矛盾，使作物根系一直
处于最适宜的环境条件下，发挥作物的增长潜力。

“气雾栽培节水节肥，是未来农业生产中最洁
净的一种模式，适合立体种植。”菜博会组委会办
公室展览部部长赵利华说。

除了10号厅内的气雾栽培区，在7号厅还设立
垂吊式气雾栽培模式展示区。与气雾栽培技术原理
一样，垂吊式气雾栽培是利用垂吊的管道栽培蔬菜，
配备营养液雾化装备为蔬菜的正常生长提供水肥。

“如今，雾培技术已发展得较为成熟，在现代阳
台栽培方面有很好的推广利用前景。”赵利华说。

气雾栽培

展示未来农业新模式

□ 本报记者 单辰 本报通讯员 王朋

“植物工厂里的作物，生长全周期不需任何太
阳光照。栽培架上装有LED灯，不同植物使用不同
的LED光，24小时不间断照射，调节作物生长期。”4
月20日，菜博会组委会办公室展览部部长赵利华说，

“营养液经过循环补给池，保证浓度不降。栽培室
内，空调控温为22摄氏度，四季如春。”

在10号厅的植物工厂与光伏太阳能综合利用展
示区内，记者看到，植物工厂顶部安装了太阳能玻
璃板。走进植物工厂，室内布满栽培架，种满了一
排排的蔬菜。门口上方的显示屏，显示4月20日上
午9点30分，室内温度22摄氏度，湿度70%。

据介绍，由于植物工厂内环境可控性强，室内
二氧化碳浓度大幅增加，提高了作物的光合作用效
率，促进了植物生物量的形成和营养物质的积累。
植物工厂的作物，生长效率和营养积累都是常规栽
培的3倍以上。

“这座光伏生态农业大棚，展示的是光伏一体
化应用。上方的光伏发电系统由太阳能电池组件和
逆变器组成，可为温室大棚提供可靠的常备电源。”
10号厅副厅长马可文说，“通过LED灯为植物补光，
调节作物的生长周期。此外，所发电力可用于支持棚
内农业设备的日常运行，也可并网发电。”

据了解，植物工厂对环境实现的高精度控制，
使植物生长几乎不受自然条件的制约，生长周期加
快，蔬菜提早收获。“多层栽培架，大大提高了空
间的利用率，因此产量可以达到常规栽培的几十甚
至上百倍。”马可文说。

“光伏生态农业大棚，具有保温、防尘、抗雨
雪等优点，有利于植物形态形成、花果着色及维生
素合成，促使农作物提高品质、增加产量，从而增
加农户的生产效益。”赵利华说。

植物工厂是国际上公认的设施农业的高级发展
阶段，是一种技术高度密集、不受或很少受自然条
件制约的全新生产方式，代表着未来农业的一个发
展方向。光伏产业与农业的结合将带动绿色农业发
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高效绿色循环农业。

植物工厂

实现快速优质生长

□王兵 报道
由台湾蝴蝶兰组成的大型景观“菜乡兰韵”。

□郑颖雪 报道
菜博会志愿者正在为游客提供咨询服务。

■相约菜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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