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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去年底，寿光市政府与建设银行潍坊分行达
成开辟“寿光特色馆”合作意向。今年4月20日，
“善融商务寿光馆”成立，利用建设银行善融商
务商城，运用涉农产业、电子商务和金融服务合
作模式，构建寿光优势产业网上展销平台，重点
展示和推介寿光百余种生鲜果蔬、土特产、农副
产品、配套农资等。

寿光菜 上网卖

23 综合

不论叙家常还是话大事，寿光人经常讲：这
个“稿”怎么着，那个“稿”怎么样。把一件
事，用“稿”来代表，概括其意、囊括重点，大
大缩短了说话时间，减少了废话。

“稿”的传说，大有来头

24 视点

菜博会9号展厅面积1万平方米，共有346种国
内外蔬菜新品种展出，其中50%以上为寿光自主研
发，占半壁江山。

种业自研，寿光“亮剑”

□ 本 报 记 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李可一

4月24日上午，菜博会1号馆一楼大厅，寿
光市一诺农业设备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来全忙着
向参观者展示大棚全自动温控放风机。“用手
机发个信息就能控制蔬菜大棚的温度，放风进
风在家里操作就行，甚至出差在外也能操
作。”王来全说。

王来全经营着一个120亩的现代农业果蔬
示范园区，种植樱桃和桃子。温度是樱桃种植
的关键环节，樱桃在18℃至20℃生长最快。开
花期樱桃最敏感，温度要控制在18℃。“园区
平时需要20位员工，主要工作就是给大棚放风
进风，虽然很忙碌，但温度控制还是不均
匀。”王来全说。

一个2300平方米的大棚，有4个放风口，
一位员工往往是来回跑着拉、关放风口。于
是，王来全联合一家科技公司，研发了全自动
温控放风机。

记者看到，这套设备上有一个敏感的探
头，可以测试大棚的温度。只要大棚温度高于
设定的温度，设备自动运行拉开通风口放风。
如果温度低于大棚设定的温度，设备也会自动
关闭通风口。

王来全告诉记者，在这个智能设备上有一
个手机卡，大棚种植户可以通过发短信的方式
设定操作。如果园区停电了，也会提醒大棚
户。

“这都是逼出来的。农业只有减少人力，
才能赚到钱。”王来全说，现在人工每天至少
100元，减少10个人每天就可以减少1000元的支
出。目前，寿光孙家集楼子村已经有80多户村
民买了100多台全自动温控放风机。

在寿光，针对大棚蔬菜种植，不少大棚户
在实践中进行创造、发明，解决了生产难题。

七旬老人发明自动卷帘机

寿光市纪台镇曹官村74岁的李树标，在菜
博会上展示了自己最新发明的自动大棚卷帘
机。卷帘机通过光控开关和时控开关，设定好
时间和温度，不用人工操作，就可以自动拉放
棉被。

李树标一直务农，熟知菜农每天都要起早
贪黑，操作卷帘机，拉放大棚棉被。如果棉被
控制不好会影响大棚温度，进而波及作物生

长、产量。“如果能自动控制，菜农就省心
了。”李树标决心研发自动卷帘机。

之前，李树标就解决过老式卷帘机存在的
一些问题。“一代、二代后置式卷帘机在使用
时，易叠绳、压绳，经常将衣物甚至操作员卷
进去。针对这种情况，七八年前，我就发明了
丝杠卷帘机解决了叠绳、压绳的困扰，也在一
定程度上提高了安全系数。”李树标说。

2011年，李树标在菜博会上有了自己的摊
位。“当时我只是想试一把，没想到产品在菜
博会上展出后会有这么好的效果。”李树标
说。

据李树标介绍，自动卷帘机可以早上8点
至9点拉棉被，设定温度为13℃，放棉被时间
为15点至17点，设定温度为18℃。大棚卷帘机
每天都会自动在这两个时间段拉放棉被，让大
棚作物始终在适宜的温度下生长。目前已有
100多户菜农订购了大棚自动卷帘机。

“多亏菜博会。通过这个平台，解决了销
路难题。明年，我还来。”李树标说。

大棚电动车一次运菜300公斤

菜博会上，寿光市纪台镇王牟村魏国忠展
示的是大棚电动车。

大棚电动车长约1 . 8米、宽约80厘米，底
部有四个车轮，车身前方有一根铁杆连接两个
把手，其中一个把手带有加速器和档位控制开
关。

“这种电动车操作十分简单，跟我们平时
骑的电动车基本没有区别。”魏国忠边说边进
行了演示。用手推动电动车时，可以通过加速
器自由调节电动车速度，电动车“拖”着人行
走。还可以将把手旋转180度，人坐在“货
板”上操控车辆，前进、后退、转弯，十分灵
活。

据魏国忠介绍，这种电动车一次充电可跑
30至40公里，时速为每小时7公里。一个200米
长的大棚，菜农可以在2分钟内，一次把采摘
的300多公斤蔬菜推出大棚。

上世纪70年代还是“大集体”时，魏国忠
负责维修柴油机，积累了机械知识。上世纪90
年代，魏国忠开始种蔬菜大棚，同时兼职维修
三轮车及各种农机具，对普通机器的构造及原
理非常熟悉。平日里，爱动脑的魏国忠还利用
机械知识发明了大棚自动撑袋机、大棚锄草机
等设备。

2010年，魏国忠在大棚劳作时发现，辣
椒、茄子采摘装袋后，只能用推车将蔬菜运出
大棚。一个200米长的大棚，搬运一个来回需
要五六分钟。如果棚内湿滑的话，推车甚至无
法使用，只能靠菜农一袋一袋地往棚外扛，每
次最多搬运25公斤，费力又费时。于是，魏国
忠开始琢磨一种能省时省力的搬运蔬菜工具。
经过不断尝试，2014年6月，魏国忠的斜把
式、立把式大棚电动车终于研制成功。

看到这些设备，寿光市古城街道王家村的
王秀全说：“大棚里杀虫、运输、防风这些用
人力多的地方，都有了极大改善，真是开眼界
了。”

植物声频发生器杀虫又助产

4月23日，菜博会1号馆，果蔬高级工程师
鄢盛威正在给菜农演示植物声频发生器的使用
方法，现场机器发出嗡嗡声。

声波有什么用？鄢盛威告诉记者，植物声
频发生器储存了50多种农作物的自发生频率，
可以根据环境的温度湿度发出不同频率声波，

声波能有效刺激植物脉络，帮助生长。
“植物与人一样，也是有脉络的。恰当的

声波对植物生长的刺激，就好像人听到美妙的
音乐兴奋起来一样。而且，声频发生器能对植
物害虫发出的声波进行强烈干预，防虫作用非
常明显。”鄢盛威说。

来自昌乐的刘晏2014年买了植物声频发生
器，挂在西红柿大棚里。结果那茬西红柿提前
一周上市，还多产了1000多公斤，增收6000多
元。

对声波能驱除虫害，刘晏起初也是半信半
疑。之前，他一直采用喷施杀虫剂的方法进行
病虫害防治。“有时，白粉虱虫多发，万一不
好使，不能让虫子害了果子啊。”刘晏担心。

在连续使用植物声频发生器多天后，刘
晏发现，棚里虫害明显减少了。这让他心里有
了底，也坚持不再喷杀虫剂。

鄢盛威说，通过声波的刺激，直接或间接
影响害虫的发育繁殖，使得害虫的死亡率提
高。

“物理农业技术让农民更轻松，让农产品
更安全健康。希望借助菜博会，让这项技术走
向全国。”鄢盛威说。

卷帘不用人工，放风实现自动，运菜有专用电动车———

围绕蔬菜大棚，逼出不少发明

□ 本 报 记 者 戴玉亮 单辰
本报通讯员 李可一

5月3日，是“五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
菜博会各展厅仍然熙熙攘攘，挤满了前来观展
的游客。在3号厅的沙漠植物区，一根根几乎
戳到天花板的仙人掌引得游客驻足。

“刚才听导游说，这种仙人掌叫‘量天
尺’，如果不受限制，最高能长到2 0 0 0多
米。”深圳游客李丽玲难掩兴奋的心情，“沙
漠作物能在北方生长，太神奇了。”

新花新果，新意无限

走进10号厅，刚刚以为3号厅是最高科技
含量展厅的李丽玲惊呆了：“潮汐式栽培、
气雾栽培这些种植模式，我以前只在电视上
看过。像这种白番茄等稀奇作物，惊到我
了。”

“来到10号厅才知道，原来无土栽培还分

这么多种。”李丽玲的同行游客王敏奕目不转
睛地盯着东侧一串串长在白色箱体上的西红柿
幼果，看到工作人员打开箱体盖子，白色雾气
扑面而来。

“直接可以看到西红柿的根，白色的，很
发达。”王敏奕说，工作人员正在喷洒杀菌
液，以保证西红柿呈现最佳生长状态。

“上面的西红柿叶茎看起来差不多，结出
来的果子可大不一样。由近及远，依次是黄罗
曼、凯蒂、戴维森……成熟的时候，红的、黄
的、绿的，多彩多姿。”该厅工作人员李永强
介绍。

据了解，蔬菜无土栽培之前陷入发展“瓶
颈”，经过多年试验，现在终于突破了产量不
稳、成本高等问题的束缚，成功迈入稳定的
“高产模式”，并在今年菜博会上进行了展
示。

“我们参考国外较为成熟的无土栽培技
术，并结合国内实际情况，经过摸索后，找到
了各种植物用肥的最佳比例和合适的使用频
率。”江苏绿港现代农业发展公司生物技术部

经理贺清国说，“经过多次种植示范，发现用
无土栽培种植的番茄、黄瓜比土壤种植增产
30%。”

据了解，寿光市双王城生态经济园区南木
桥村推广的无土栽培西红柿技术已相对成熟，
产量稳定，规模正日益扩大。

宝岛特产来到新展厅

在6号厅入口，一个“原住民馆”的展位
吸引了游客的眼球。展位上整齐陈列着各种台
湾特色的原住民服饰、头饰和挂件等。

“台湾展商特别热情，馆内的装潢风格也
让人眼前一亮。这挂坠太精美了，我要多买几
个带回去给家人。”淄博游客柳文婷拿着刚买
到的挂饰，喜上眉梢。

“感觉像是进了一个台湾超市，吃的喝的
玩的用的，啥都有。”青州游客王慧说，去年
她就想来菜博会台湾馆看看，一直没抽出时
间。今年终于来了，很满意。

“台湾零食非常美味，包装也精致。”王
慧说，以前自己找朋友代购，现在直接买到，
真是太幸福了。

在11号厅的一家土耳其展位上，黑龙江游
客贾鑫在一排特色果酱、风味冰激凌和特色手
工艺品面前停下了脚步。

“我去过土耳其，这些果酱我也尝过，味
道一模一样，特别正宗。”贾鑫说，“上次去
土耳其还遗憾没多带几瓶，这次菜博会算是来
对了。”

“此次参展的客商共来自海外15个国家，
共计63个展位，包括蜂产品、化妆品、海产
品、水果、零食、家电和酒水等。”寿光市外
事与侨务办公室主任周惠卿说，新增加的11号
厅，是本届菜博会经济交流和商业贸易的大型
展厅。

服务提升软实力

举办大型展会时，因人流、车流量大，
造成拥堵是很正常的事。但在了解部分游客
对今年菜博会的看法时，多数反映交通秩序
良好，从城区通往菜博会一路畅通，未见明
显拥堵。

“菜博会开幕前，新增设了主展厅西北角
处的大型停车场，扩建了农展馆公路以东的停
车场。”菜博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隋申利说，
扩建后的停车场面积达3 . 6万平方米，增加了
三分之一的车辆容纳量，同时，园林式的停车
场既方便停车又可小憩。

“其次，路标设置更加明显。”隋申利
说，在圣城街和豪源路路口，除交警执勤外，
还设置了醒目的停车场指示标志，让过往行人
一目了然。另外，主展厅内增设了十余个售票
亭，游客买票不需要长时间排队，进一步缓解
了通行压力。

“本届菜博会，寿光在停车管理、客商服
务、安全保卫、观光游览、志愿服务和卫生保
洁等方面做足了工夫，营造了有序的参观环
境。”隋申利说，用服务提升展区的“软实
力”，展现了寿光文明的城市形象。

“请问8号厅怎么走？”“能借用一下轮
椅吗？”在1号厅西侧，青年志愿者服务岗亭
的志愿者正在忙着给游客服务。“每天一个志
愿者要接受上百次游客的咨询。今年新增的10
个轮椅，也为游客带来了方便。”志愿者江华
说，志愿者免费为游客提供矿泉水、纸巾、雨
伞等物品，游客可以随时请求帮助。

“今年的保洁工作比往年轻松很多，像我
们6号厅只需要3个人。因为游客素质高，乱扔
垃圾、随意采摘等不文明现象几乎没有了。”
保洁员郑月蓉说，她在菜博会做了5年保洁，
切实感受到游客文明素质年年有提升。

直戳到天花板的仙人掌，红的黄的绿的西红柿———

菜博会：多彩多姿 新意无限 □记者 单辰 报道
本报寿光讯 为加强与寿光籍在外高层次人才

的沟通联系，引导他们回家乡创业发展，近日，寿
光正式推出“桑梓人才计划”，将引才目光投向了
分布在海内外的众多寿光籍高端人才。

该计划鼓励和引导寿光籍高层次人才通过回乡
创业、担任经济顾问、为企业提供信息技术支持、
推介人才来寿光发展等多种形式，为“品质寿光”
建设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

目前，寿光籍在外地工作的院士、教授、博士
等高层次人才达1000多人。一方面是在外人才的规
模与层次都位居县级市前列，另一方面寿光在发展
中面临着科技人才资源不足、科技创新不足的问
题，导致关键技术突破和核心技术提升上相对落
后。为此，寿光提出要发挥“桑梓人才”多的优
势，加大“以才引才、以才引项目”的步伐。

根据行动计划，寿光将建立“桑梓人才”信息
交流平台及“桑梓人才”信息库，定期收集、整理
寿光籍在外高层次人才信息，定期宣传寿光人才政
策环境，推介人才和项目需求，协助开展各类智力
合作与交流活动，为他们回家乡创业发展、引荐人
才和技术项目提供“一站式”服务。

寿光有关部门还将强化对接交流，定期举办
“桑梓人才”联系对接，鼓励“桑梓人才”帮助该
市组织招才引智、招院引所等活动，并将成立“桑
梓人才”专家顾问团。鼓励引导寿光籍在外高层次
人才带技术、带项目、带人才、带资金回家乡创业
发展。同时，寿光还将聘任知名专家和领军人才组
成专家顾问团，通过举办讲座、专项课题调研、重
大问题专项咨询等形式，为寿光市委、市政府科学
决策提供咨询建议，为产业和企业转型发展、解决
技术难题建言献策。

为鼓励“桑梓人才”为家乡提供服务和回乡创
业，寿光将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对“桑梓人才”
引进高层次人才和技术项目，给予工作经费补助。
由“桑梓人才”牵头，针对寿光园区和企业人才需
求组织的产学研合作、人才和科技项目对接等活
动，经费由具体承办单位或市财政承担。

“桑梓人才”将享受该市高层次人才的同等相
关待遇。寿光还将开展优秀“桑梓人才”评选表彰
活动，优先推荐“桑梓人才”申报各类人才和科技
项目，对作出特别贡献的，授予“寿光人民勋章”
等荣誉称号。

寿光出台

“桑梓人才计划”

□记者 单辰 报道
本报寿光讯 第三届中国(寿光)文化产业博览

会，5月8日在寿光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 活动
将持续到5月20日。

本届展会以“文化、品质、生活”为主题，将
文化与寿光“建设品质寿光、创造美好生活”的发
展目标有机融合，按照“文化提升品质，创意美好
生活”的理念，全面展现寿光的文化特色、文化张
力及由此带来的品质之韵、生活之美。

本次文博会展区布置以突出创意内涵、展示创
新成果、重视优秀品牌、促进交易合作为目标，围
绕文博会主题、文化产业发展重点和四大文化工程
实施，总展出面积1万平方米，展位1000多个，分
为招商展位区和综合展示区。综合展示区又分为书
香展区、丹青展区、光影展区、非遗展区、乡情展
区、智慧展区、健康展区、动漫展区、紫砂展区、
镇街区文化展区等10个展区。

第三届寿光文博会

开幕

菜博会上正
在展示的管道栽培
新技术。

□石如宽 报道
▲一诺农业设备公司员工正在操作大棚自动放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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