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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戴玉亮 单 辰
本报通讯员 王 朋

12月7日，寿光市古城街道北孙云子村村民
吴本华正在耐心听取联社技术员的指导。

“之前，联社技术员就建议我增加丝瓜的株
间距，我一直没听，现在知道错了。”吴本华说，
上一茬，听取了建议的隔壁家丝瓜大棚，亩均比
他家大棚多产500斤。

吴本华所说的联社技术员，来自一个叫“菜
农之家联合社”的组织。

今年5月，寿光试点运营菜农之家联合社，
旨在从蔬菜生产、销售和农资采购等各环节全
方位入手，建立产业标准化体系、全面提升寿光
蔬菜品质。

解决“三分散”箭在弦上

寿光因菜而名、因菜而兴，蔬菜产业一度成
为寿光最具竞争力的优势产业。

“然而，‘三分散’一直是寿光蔬菜产业发展
的‘痼疾’。”菜农之家联合社理事长朱在军告诉
记者，“三分散”即农户分散生产、农资分散采购
和蔬菜分散销售。

“全市80万亩蔬菜大棚种植面积，超过95%
为单户分散种植。”朱在军说，长此以往，蔬菜生
产无统一标准，品质、安全难以保证。

“另外，4000余家零散分布的农资商良莠不
齐，并多为多级代理、层层加码，菜农无法以低
价购买农资。”朱在军说，“因利润驱动，农资商
多代理利润空间最大的少数产品，多数优质农
资因进价高、利润低而被忽略。”

“第三，90%以上的本地蔬菜通过村头市场
外销，缺乏检测、监管。”朱在军说，就这样，产业
发展多年以来，寿光一直引以为傲的蔬菜品质
因“三分散”问题，一路从优良跌至普通。

朱在军说，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因此，根除
“三分散”是解决目前产业困境的重中之重。箭
在弦上，不得不发。

激活蔬菜合作社

“要根治顽疾，首先要对蔬菜专业合作社进
行重新定义。”寿光光讯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
理、菜农之家联合社理事张君杰说，目前寿光有
1000多家蔬菜专业合作社，其中不乏规模庞大
者，但仍无法严控蔬菜生产的每一个环节。

“另外，有些村即便有合作社，也多为‘空
壳’，没有配备相关工作人员和技术员，无法对
农户凭种植经验进行的蔬菜生产给出技术性指
导意见或建议。”张君杰说。

今年5月，菜农之家联合社首先于古城街道
北孙云子村和垒村试点，截至目前，共帮助古城
街道、孙家集街道、文家街道、营里镇、田柳镇等
5个镇街的12个村，成立11个蔬菜专业合作社，
吸纳社员300余户。“联合社-合作社-社员”的产
业组织体系模板初步建立。

“联合社工作人员日日下乡，保证合作社专
业人才队伍建设。”张君杰说，联合社协同合作
社技术员一并进棚入户，推广良种良法，改变菜
农种植过程中的不良习惯。从测土入手，根据每
个大棚的土壤实际情况，为菜农配方施肥施药。

“我家大棚土壤原来已经严重板结，技术员
来开了‘方子’后，夏天闷棚我用了碎麦秸，头一
茬又换上了生物菌肥和优质化肥，现在土壤松
软多了。”垒村村民王秀荣说。

针对蔬菜所需重点农资，联合社优选了国
内外实验效果好、品牌信誉高的厂家，全部进厂
区实地考察，实现了优质农资低价直供。

“10个厂家的14种高品质肥料和8个厂家的

48种优质药剂等，全部对社员实行封闭供应，杜
绝劣质农资流通。”张君杰说，因其微量元素等营
养成分含量高，化肥总使用量会减少30%以上。

产业“大数据库”时代到来

在张君杰的手机上，记者看到了菜农之家联
合社的管理员APP。APP上显示，垒村村民郑坤
明种有大棚数量2个共3亩，套种彩椒和西红柿。

“6月2日取土检测，郑坤明的大棚土质盐离
子浓度偏高，建议拔园后大水漫灌2次。”张君杰指
着APP上的管理记录说，6月12日，联合社的工作
人员就将底肥套餐直接送到了郑坤明的棚内。

记者看到，此后，技术员进入郑坤明大棚内
进行指导和跟踪管理的时间分别为6月15日、6
月19日、6月24日……最近的一次为12月2日。

“正常气候情况下，包户的技术员重返同一个大
棚的相隔时间不能超过一周，极端天气下不能
超过3天。”张君杰说。

在该APP上，菜农信息、技术指导意见、入
棚时间、施肥施药、每一茬作物的产量和品质一
应俱全。“通过对每户菜农建立全程生产档案，
为蔬菜销售后的追溯打下基础。”朱在军说，蔬
菜从种到收，均将实现标准化生产和全程可追
溯。这就是寿光蔬菜高品质品牌重塑的起点。

“二三年后，大数据库的信息将更加完善，
菜农可借助大数据库进行行情预估甚至左右行
情。”朱在军说。

“大数据库将显示全国对寿光某种蔬菜的
需求量，临近峰值便可改种其他品种，保证有产
必销、供求平衡。”朱在军说，这对寿光蔬菜产业
和菜农来说，都是一个美好的未来。

“以家庭为基础、合作社为主体、联合社
为纽带和核心企业的标准化服务为支撑的现代
蔬菜产业组织运营体系的构建，对提升寿光蔬
菜产业的组织化、标准化和品牌化水平大有裨
益。”寿光市委常委、副市长王惠玲说，这是
寿光蔬菜产业“二次革命”的“第一枪”。

□ 本 报 记 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王 朋

没用任何抵押，寿光市田柳镇的刘克涛从
寿光农商银行贷了5万元。“诚信是金。讲信用真
的能带来真金白银。”刘克涛说。

刘克涛经营二手车多年，今年想上汽车美
容项目，但资金不够。“做这个项目，大概需要投
入40万元，但我只凑出了30多万元。借钱不好
借，但又不想错过这个好机会。”刘克涛说。

寿光农商银行北洛支行客户经理走访时，
刘克涛获悉在寿光农商银行贷款3年以上，按期
偿还本息5次以上就可以申请无抵押信用贷款。
看到刘克涛一直在这一个地方做生意，注重个
人信用，按时归还本息，银行客户经理认为他很
有希望申请到贷款。

刘克涛按照要求向寿光农商银行北洛支行
提交了申请贷款的资料。第二天，刘克涛就获得
5万元信用贷。“没想到这么快。”刘克涛说。

刘克涛申请的信用贷款是寿光农商银行推
出的“信用贷”。该行规定，只要借款人年龄在18
到60周岁，且户籍所在地或固定住所（固定经营
场所）在寿光本地，贷款用途合法、真实、明确，借款
人及家庭成员无不良信用记录即可到所在地农商
银行营业网点申请办理，无需任何担保抵押。

寿光农商银行推出纯信用贷款，有赖于寿
光诚信体系建设。寿光市金融办主任隋永福认
为，信用是金融的基石。加快建设社会信用体
系，构筑诚实守信的经济社会环境，是现代金融
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保障。

寿光结合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不断加强“诚
信寿光”建设，重点打造了“3+2”诚信体系。“3”
是指在农村、乡镇、企业实施的“三大工程”。“2”
是指信用信息管理平台和信用信息公示平台。

在农村，寿光实施农村信用工程，建设信用
户、信用村、信用镇相配套的农村金融信用体
系。在乡镇，实施信用社区创建工程。在企业，实
施信用评定工程，组建中小企业信用联盟14个，
发展成员300多家。

同时，寿光深入推进“文明信用联动联评”
活动，在全市22万信用户中评选出了5万户“文
明信用户”、1000户“文明个体工商户”、200户

“文明信用小微企业”。
今年3月，寿光市金岭蔬菜保鲜厂扩建仓

库，总经理梁金岭从寿光农商银行贷款100万
元。因为被评为寿光“文明个体工商户”，梁金岭
这100万元贷款每月比普通企业贷款节省4350
元利息。

据了解，在寿光，文明信用户不仅可以随时
获得信贷资金支持，利率也更加优惠，形成了

“讲文明得利、讲诚信受益”的良好氛围。
得益于7万元的纯信用贷款，洛城街道的刘

民天建起了高标准温室大棚，现在辣椒收获，每
天能卖1000多元。

刘民天从企业辞职回村建设大棚，但100多
米长的新式大棚造价近15万元，刘民天的钱不
够。刘民天去寿光农商银行洛城支行贷款。银行
工作人员查询征信记录时，发现刘民天以前办
过房贷和信用卡，都按时还本付息，个人信用良
好。随后，银行工作人员在村中调查得知，刘民
天的父亲在村里人品好，种植两个100米长的大
棚，每年的纯收入在10万元左右。而且，刘民天
的父亲在农商行贷款多年，没有不良记录。于
是，刘民天得到7万元贷款。

同样因为信用好，潍坊市绿龙食品有限公
司没用担保和抵押，就获得潍坊银行寿光支行
150万元的一年期贷款。

2008年绿龙公司创办之初，30万元的创始

资金就来自潍坊银行寿光支行的贷款。“这么多
年来，还款时我从来没有拖欠过一天，都是提前
一两天办理还贷。”绿龙公司总经理朱晓东说。

良好的信誉让朱晓东享受到信用贷款的便
利。绿龙公司主要从事胡萝卜加工、销售，在寿
光本地以及河北、内蒙古等多地有生产基地。胡
萝卜从耕种，到管理、收获、销售，一个周期下来
约8个月，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撑。朱晓东认为，如
果没有银行的支持，发展胡萝卜加工太难了。

据了解，潍坊银行寿光支行信用贷款发放
主要看企业的营业执照、经营情况、信誉度，以
及同行的评价。“对企业和老板个人都要了解。
还要了解职工的工资发放、企业资金流动情
况。”潍坊银行寿光支行小微企业客户经理房超

说，截至目前，寿光共有18家中小企业获得潍坊
银行寿光支行信用贷款。

“寿光鼓励银行机构对风控模式进行创新，
对发展稳定、信用良好的优质中小企业给予无
需抵押和担保的纯信用贷款，从根本上解决企
业的融资难题。”隋永福说。

对银行而言，纯信用贷款带来的风险如何
控制？隋永福说：“我们组建了‘寿光信用信息
网’和‘寿光金融’微信平台，设立了‘老赖’曝光
台。给银行树立放贷信心，形成了政府各部门参
与的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联动机制。”

今年5月26日，寿光市金融风险防控领导小
组办公室先后对22家失信企业和63名失信个人
进行了公开曝光。

试点运营菜农之家联合社 建立产业标准化体系 全面提升蔬菜品质

寿光蔬菜产业用上“大数据”

寿光建起信用信息管理平台，部分银行推出纯信用贷款

诚信者贷款，不用抵押也不用担保

□单 辰 戴玉亮 孙 波 报 道
本报寿光讯 记者从寿光市商务局了解

到，今年1-10月，寿光市完成进出口总额301186万
美元，同比增长12 . 1%，其中出口177586万美元，同
比增长3 . 7%，进口123600万美元，同比增长26 . 9%，
各项数据均位列潍坊市各县市区首位。

据悉，按出口产品划分，橡胶及制品出口贸
易额为54805万美元，占总额的30 . 9%，同比增长
11 . 5%；木制品出口31565万美元，占总额的
17 . 8%，同比增长6 . 6%。除此以外，化工产品、纸
制品、纺织品、机电机械、轻工制品等出口贸易
额均同比有所降低。

进口方面，化工原料及设备共进口67731万
美元，占总额的54 . 8%；纸制品原料及设备进口
22978万美元，占总额的18 . 6%；橡胶原料及设备
进口14738万美元，占总额的11 . 9%；塑料原料及
设备进口8828万美元，占总额的7 . 1%；木制品原

料及设备进口3868万美元，占总额的3 . 1%；建材
原料进口3813万美元，占总额的3 . 1%。

关于部分行业出口贸易额下降的原因，寿
光商务局外贸科科长孙会杰分析，橡胶轮胎、纸
制品、石油机械是寿光主要出口产品。近年来，
纸制品、橡胶轮胎等产品都先后遭遇国外“双
反”调查等贸易壁垒，严重制约了寿光产品出口。
另外，寿光企业出口产品普遍存在结构单一、技

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竞争力弱、产品层次低等问
题，缺乏品牌价值高和影响力大的出口产品。

“以轮胎行业为例，出口的拳头产品以套牌
产品为主。这些产品利润微薄，在国际市场上主
要依靠低廉的价格作为竞争优势，在金融危机
中抵御风险的能力差。”孙会杰说。

据了解，针对目前出口出现的问题，下一步
寿光将鼓励企业参加广交会、巴西-中国商品

展览会等境内外重点展会，加大参展扶持力度。
“鼓励企业在稳定扩大日韩欧美等传统市

场份额的同时，积极拓展拉美、非洲、中东欧、中
东、南亚等新兴市场。充分利用东盟自由贸易区
有关政策，贸易、投资、工程承包、资源开发并
举，深度挖掘东盟市场潜力。”孙会杰说，鼓励企
业在目标市场设立仓储、分拨和售后服务中心，
逐步建立境外自主营销渠道。

寿光进出口：数据亮丽有隐忧
1-10月，完成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2.1%；化工产品等出口贸易额同比有所降低

□ 本 报 记 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马焕发

12月3日，寿光市营里镇晋家疃村，泓德畜牧有
限公司总经理寇鑫正在调试新建的母羊产房温度。

“这个产房冬天可以供暖，夏天可以降温，将大大提
高羊羔的成活率。”寇鑫说。

寇鑫想培育出一个肉质好、好圈养的羊品种，羊
肉品质能与澳大利亚羊肉媲美。

“如今，鸡、鸭、猪全都是国外的品种。羊如果再
没有国产品种，国内就没有自己的养殖品种了。”寇
鑫说，自己正在做的是，把小尾寒羊和东北细毛羊进
行杂交，经过耐心培育，筛选出好品种。

2004年，从青岛农业大学畜牧专业毕业后，寇鑫
又到四川农业大学攻读动物遗传学硕士。

经过在奶牛场短暂打工后，2010年寇鑫回到寿
光，做起肉羊育肥。从东北地区买回20多公斤重的
羊，养到50多公斤再卖掉，规模达到五六百只。

东北至寿光2000多公里，需要2天2夜的车程，有
时遇到高速路上堵车，夏天一晚上热死好多羊，会赔
不少钱。寇鑫开始想自繁自养。

2011年6月，在家人的帮助下，寇鑫成立泓德畜
牧有限公司。为寻找合适的母本、父本，寇鑫多次前
往黑龙江，走到养殖户家中，一只只挑选。“交通也不
方便，有时只能步行。因为只挑一只两只的羊，养殖
户不乐意，价格就要贵一点。”寇鑫说。

渐渐地，泓德畜牧有了繁殖羊核心群，从核心群
中，寇鑫再去培育优良品种。

羊肉的健康取决于活羊的健康，活羊的健康取
决于养殖技术的提高。利用同期发情技术、超声波早
期诊断技术，泓德畜牧母羊繁殖效率得到大幅度提
高。而规模化育肥技术，让育肥羊出栏期从8个月缩短
到180天。而澳大利亚的肉羊4到5个月即可出栏。“还
有不小的差距，还得慢慢提高技术。”寇鑫告诉记者。

2014年，泓德畜牧承担起省良种工程，还成为青
岛农业大学教学实践基地。“借助科研力量，我们能
走得更快更扎实。”寇鑫说。

自2014年小反刍兽疫爆发以来，活羊价格异常
低迷，好多养羊场倒闭了。寇鑫认为，羊产业的健康
发展需要走养殖、屠宰一体化的发展模式。

目前，泓德畜牧有100亩的玉米基地，所产秸秆
做成青贮饲料，加工后喂羊。除了青贮饲料，寇鑫还
尝试用柠檬酸渣、棕榈粕代替玉米，不仅价格便宜，
羊还喜欢吃。

为推广自繁自养、产销结合模式，寇鑫在寿光开
设生鲜羊肉直营店。目前活羊价格每公斤16元，寿光
羔羊肉每公斤50元左右，直营店以56元的价格对外
销售。进入10月以后，直营店每天的营业额维持在
1500元左右。同时，寇鑫开设微店进行网上销售。

“我先在本地做起品牌，让大家吃上好羊肉，再
逐渐做大。”寇鑫说。

今年5月，泓德畜牧的羊经过检测，获得农业部
无公害农产品认证。寇鑫认为，泓德畜牧目前的生产
规模、效率、疾病控制到了一个比较标准的阶段。

泓德畜牧的储存池存着几百吨青贮饲料。光建
储存池，寇鑫就花了30多万元。他打算贷款扩大规模。

■百姓创业故事

寇鑫：

一心培育

国产羊新品种

□单 辰 报道

11月7日，古城街道

杨庄村的菜农踊跃报名登

记加入菜农之家联合社。

当日，菜农之家联合社弥

香苑分社在该村挂牌成

立，成为自5月份以来联

合社定点服务的第11个分

社。

□石如宽 报道
寿光农商银行工作人员深入客户经营场所了解经营情况。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12月2日，在寿光市台头镇三座楼村老家农场，
从广饶赶来的王学强买了50公斤苹果。“这果子好，
水多，脆甜，是我小时候吃的味儿。”王学强说。

为了这个“小时候吃的味儿”，老家农场的主人
张成东已经忙活了7年。

从寿光台头中学退休后，张成东回到老家三座
楼村，过起了田园生活。“原先的果树不用化肥，结的
果子也很好吃。”张成东说。

恰好村西边有块闲置的原来种大棚的地，张成
东租了过来。地里都是钢筋水泥柱子，种啥好呢？张
成东打算种苹果。在布置果园时，寿光市农业局果树
站的专业人员建议：做有机生态果园。

当了一辈子教师，张成东对果树知之甚少，有机
生态果园什么样，更是毫无概念。于是，张成东前往
莱阳学习。当时，农业部在莱阳小桃沟有苹果新品种
推广基地。张成东找到专家，了解无公害、生态、有机
苹果种植技术。

渐渐地，张成东脑中有了有机生态果园的概念。
一亩地苹果树林里，养着30只鸡。树下的苜蓿草和害
虫，足够这些鸡吃饱。有了鸡吃虫，就不用杀虫剂了。
苜蓿草每个月收割2次，堆放在树底下，时间长了形
成有机质，增加土壤的肥力。

果园还有专门的肥料，如大豆粕、鸡粪、羊粪、牛
粪等。“化肥只是往苜蓿草上使用，苹果树上一点化
肥都不用。”张成东说。

如今，26亩苹果园内养着700多只鸡。现在是冬
天，鸡吃着萝卜、白菜及树叶。张成东说：“公鸡每公
斤卖40元，鸡蛋每公斤卖24元，鸡蛋现在供不应求。”

在1300棵苹果树中间，还夹杂着20棵玛瑙果树。
“苹果树的花粉不够，玛瑙果树授粉效果更好。”张成
东说。

今年，有600多棵苹果树第一次结果，张成东收
获3 . 5万公斤苹果。

这个果园，张成东累计投资40多万元。“头3年，
果苗中间可以种植小麦、棉花。扣除土地承包费用、
树苗费用、人工管理费用，还有肥料的费用，基本能
保本。”张成东说，后3年时，果树长起来，没法种植庄
稼了，一年得投入8万元。

“明年，结果的树多了，一年收获10万公斤没问
题，以后收入就上来了。”张成东告诉记者。

村民发现，果子很好吃，但果型不太好看，表面
也不大光滑。这也是张成东的疑惑。莱阳果树专家告
诉张成东，苹果树第一年结果，果树太年轻，养分还
坐不到果子里去，所以果子不光滑。

偌大的果园，平时只有张成东和老伴儿打理，实
在忙不过来，才请人帮忙。“累点没关系，只要果子好
吃，我的心情就很舒畅。”张成东说。

退休教师

种出有机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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