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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综合改革成效凸显 农户积极拥抱“互联网+”时代

风生水起的潍坊现代农业 □记者 张蓓 报道
本报潍坊讯 1月8日，在2015年度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大会上，寿光富康制药有限公司的“奥美
拉唑系列产品产业化与国际化的关键技术开发”
项目，荣获“201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
等奖。

该项目被列入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
项“十二五”计划，并曾于2012年获得山东省科
技进步一等奖。项目在国内率先突破了奥美拉唑
系列产品产业化过程的关键技术难题，延伸了我
国传统制药产业的价值链，突破了原料药的传统
市场优势，将原料药优势延伸到高端制剂，实现
了产品的绿色产业化及“药品制剂走出国门，迈
进欧美发达国家市场”的最终目标。

截至目前，潍坊市已有两个项目获得“国家科
技进步奖”奖项，另一项是于2013年获得“国家科
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的坊子富源增压公司“内燃
机全工况高增压关键技术及工程应用”项目。

一项目

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记者 石如宽 通讯员 王建永 报道
本报寿光讯 1月5日，寿光市孙家集街道边

线王村，记者看到党员王春明家的黄瓜大棚门口
挂着“农产品质量安全党员示范棚”的牌子。
“有了示范棚，大家都跟着学。作为党员，我必
须起到模范带头作用。”王春明说，他还签订了
《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书》，并对3户村民进行
传帮带。

2015年，孙家集街道党工委实施“百名党
员”蔬菜质量安全示范带动工程，选取100名带
动能力强的农村党员试用农业新技术，悬挂“党
员示范棚”标牌，制作微信二维码，实施沃土改
良工程、根结线虫防治工程和耕地提升计划，推
行开放式观学，接受群众建议和监督。在党员带
动下，全街道5200名群众参与土壤改良，完成改
良面积11000余亩，推广生物菌肥1500多吨，农民
增收1200多万元。

“党员示范棚”

让蔬菜质量有保证

□记者 张鹏 报道
本报潍坊讯 潍坊市在线审批监管平台于

2015年12月31日正式贯通运行。目前，潍坊市已
经完成寒亭区教育局新阳光小学等23个项目的填
报，办件数量38个，其中潍坊新天地固体废物综
合处置有限公司寿光市工业固体废物处置中心工
程等5个市级核准项目已录入审批平台，标志着
该市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实现与国家、省
平台的正式贯通。

今后，项目单位通过网上申报后，获得平台
自动生成的终生唯一编码，可以凭此编码到各审
批部门办理相关手续，查询审批进展情况。各审
批部门在线受理，信息共享，同时办理，整个审
批过程公开透明，切实提高项目审批效率和透明
度。

投资项目在线审批

监管平台贯通运行

□ 本报记者 郑颖雪 宋学宝
本报通讯员 郝 倩

现代农业发展至今，从生态农业到观光农
业、有机农业等，在潍坊都有长足发展。为适
应现代农业发展需要，潍坊市不断深化机制体
制创新，以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为突破口，盘活
农村土地资源，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打
造品牌农业，推动农业不断发展，带动农村现
代化水平、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专业合作社

带农民增收

在潍坊市区富华路上，有一家庵上湖青菜
馆，一楼售卖“庵上湖”品牌蔬菜及米、面等各类
农产品，二楼可以体验有机蔬菜制作的简单菜
品。“开始购买这家的蔬菜，是因为带着孩子去
他们位于昌乐的基地体验过，对质量放心。”1月
9日，在这里选购蔬菜的老客户盖晗说。

昌乐县五图街道庵上湖村是一个传统的农
业村，2007年，村党支部书记赵继斌等3名村干
部发起，倡导“党支部+合作社”模式，带动
15个党员户、6个普通农户第一批加入，成立
了瓜菜专业合作社，注册“庵上湖”、“华
品”两个商标，实行品牌化运营。通过一年经
营，合作社每个大棚比普通种植户多收入3000
多元。看到效益好，先后又有180多户村民加
入合作社。2015年3月15日，“庵上湖优厨房”
网上生鲜购物平台正式上线运营，购物平台以
庵上湖品牌瓜菜为依托，寻找潍坊周边及全国
优质食材，让消费者足不出户吃到全国的优质
农产品。标准化、规模化和合作经营是庵上湖
农业不断扩大规模的保证，而这也是现代农业
的基本要求。

为促进现代农业发展，推动农业综合改革
不断推进，潍坊市通过积极推进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所有权、承包权、
经营权三权分置，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
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实现权证抵押融资，
促进金融资本下乡。截至目前，潍坊市已有
8251个村完成改制，占总村数的90 . 5%；全市土
地规模经营面积达到560 . 6万亩，土地经营规模
化率达58 . 95%；全市土地股份合作社发展到357
家，其中整村流转土地组建的土地股份合作社
达到16家，入社面积23605亩。

同时，为守住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潍坊
市积极开展放心农资下乡、农资打假夏季百日
行动等专项整治行动，从源头上加强对农业投
入品的监管；健全完善农业生产标准化体系，
陆续修订发布了12项新的技术规程，基本涵盖
了全市的大宗农作物；逐步建立食用农产品全
产业链可追溯制度，建立完善产地证明和准出
制度。

“互联网+”

拓宽农村致富路

在去年11月举行的中国农产品暨国际品牌
食品电子商务博览会上，来自潍坊鲁绿庄园农
场的萝卜吸引了众多观众的关注。扫码关注淘
宝上的绿参食品专营店和微信公众平台，就可
各获得该农场的萝卜一根。“我们平时宣传得
少，实体店少有人知道，但是我们的网店做得
很好，在淘宝网搜索潍坊萝卜，出来的第一个
就是我们的萝卜。”潍坊鲁绿庄园农场绿参潍
县萝卜直销处农艺师刘凤珍说。

潍坊是全国30个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之一，
为电子商务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统计资料
显示，仅2014年，潍坊市农产品网上交易额就超
过百亿元，开展电子商务的农业龙头企业、合作
社、家庭农场、批发市场175个，其中自建平台32
个，拥有自身物流的13个，销售农产品种类以
生鲜农产品为主的98个，40%以上的农业中小

企业通过第三方平台开展了商品展示、网上营
销等业务，并扩大了农村就业渠道。

2015年11月，麦壳网正式上线。潍坊土生
土长的麦壳网作为先进的原产地农产品供需平
台，为全国优质农产品生产、流通、批发、经
销的从业者提供农产品产销对接、农产品网上
销售、产品追溯、第三方检测、麦壳认证、麦
壳基金与保险等服务，是潍坊农产品电商的又
一生力军。

潍坊是全国重要的农产品和食品生产、加
工、出口基地，是国家现代农业综合改革试点
市和现代农业示范区、农业国际合作示范区，
目前已发展农业龙头企业3100多家、家庭农场
4320家，优质农产品基地550万亩，“三品”品
牌1400多个，年粮食产量100亿斤，蔬菜产量
1200万吨，畜产品总产量200万吨，蔬菜和禽肉
产品出口均占全国的1/8左右。目前，潍坊市
正在加快建设“中国食品谷”，搭建食品产业
研发、交易、检测、物流、品牌运营等全产业
链分工协同、多产业融合发展的综合平台，全
力构建农产品、食品从生产到餐桌全过程的质
量安全控制闭环体系。东亚畜牧产品交易所、
潍坊中美食品中心、国际食品电商平台、高端
品牌食品展示中心、中澳合作食品产业园及年
进口30万头肉牛国家级标准化隔离场等项目也
正在加快推进。

农业发展走在前列，潍坊市委、市政府更加
重视农业、食品产业电子商务发展，与中国电商
委合作共建电子商务孵化基地，不断加大电商
人才培训、主体培育、平台建设、物流体系建设
及政策扶持力度，全力打造全国“农产品电商

之都”。建设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取得初步成
效，2014年实现电子商务交易额1300亿元，同比
增长60%；农产品电商从业人员达到1 . 4万人。

各路平台

竞相逐鹿潍坊农村

1月9日，在青州市王府街道井塘村入口处
的“农村淘宝”井塘服务站，几位村民不顾寒
冷，正在电子屏幕上挑选商品。“找评价好、
价格合理的商品，这样买回来的东西质量一般
没有问题，从2015年7月底开始帮村民淘宝，到
现在，大家对网购来的东西都很满意。”站点
负责人吴兆玺告诉记者。

不用电脑、无需使用支付宝，只要把想买
的东西告诉“农村淘宝”服务站负责人，便能
从墙上悬挂的电子屏幕上浏览、选择商品。这样
方便快捷的购物方式，成为井塘村越来越多村
民的选择，村民们把这种便捷省钱的购物方式，
称为“村淘”。阿里巴巴这种“村淘”服务站的建
设，既能够满足村民选购全国，甚至全球商品的
愿望，打破了技术壁垒，还能发挥电子商务优
势，突破物流、信息流的瓶颈，实现了“网货下
乡”和“农产品进城”的双向流通。

阿里巴巴的潍坊产业带项目，整合了潍坊
主导产业的生产、经营商集体进驻，带动转型
升级。寿光市、高密市、青州市、诸城市、安
丘市已分别与阿里巴巴签约了战略合作关系。

不仅阿里巴巴看上了潍坊广阔的农村市
场，传统的供销社、中国邮政，都利用自身优

势，扎根潍坊农村，推动农村电商、农村物
流、农村服务业高速发展。

在诸城市供销超市昌城店，由潍坊市供销
合作社统一配送的商品摆满了货架。供销社依
托组织体系和经营网络优势，新建或改造提升
覆盖县、乡、村三级的经营服务网络，全面推
进基层社、社有企业、联合社、经营网点改
造，完善日用品、农资、农产品、合作经济组
织、农村社区服务、再生资源六大网络体系，
推行现代流通方式，提升为农服务水平。

青州、临朐部分山区乡镇距离城市达50公
里以上，供应商难以及时配货，收购土产的商
贩也不愿深入山区，优质农副产品难以进城。
而各大物流平台、电商平台做的，就是通过自
己已有的物流网络，疏通偏远地区与城市间道
路的事情。“利用已有网络，我们整合各地零
散商户，邮政车每天可为供应商配送货物，返
程时拉上农副产品，一来一回既解决了流通难
题，也大大节约了成本。”中国邮政集团潍坊
市分公司临朐买卖惠项目组负责人魏新波说。

目前，各快递企业也开始与农家店、农村
综合服务社、农产品购销代办站等以建立合作
网点的形式提供投递服务。乡镇邮政局所、村
邮站、邮政“三农”服务站等邮政基础设施也
已开展(代理)快递业务，打造邮政业综合服务
平台。快递企业为特色农产品提供包装、仓
储、运输的标准化、定制化服务，发展农产品
冷链物流，提供适应农业生产季节性特点的快
递服务，确保潍坊时令新鲜特色农产品快捷高
效地到达全国各地。

□李培政
报道

1月6日，峡山
区优渥“有机汇”
有机蔬菜种植园区
内，工作人员展示
喜获丰收的有机芹
菜。自去年8月8日
峡山区优渥“有机
汇”有机电商平台
正式上线运营以
来，蔬果订单络绎
不绝，注册会员达
到3万多人 ,家庭用
户达到1500多户。

□记者 张鹏 报道
本报诸城讯 日前，山东省首批电子商

务示范县正式公布，诸城市成为十个上榜县
(市)之一，也是潍坊市唯一入选县(市)。

近年来，诸城市积极贯彻落实国家和省
一系列促进电子商务发展的政策措施，初步

形成了政府推动、企业支撑、社会参与、全
民创业的电商发展格局。80%以上的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和商贸流通企业通过第三方平台
开展了电子商务；40%以上的中小企业通过
第三方平台开展了商品展示、网上营销等业
务。同时，该市引进建设阿里巴巴诸城产业

带和跨境电商平台，依托制造业优势，投资
500多万元与阿里巴巴共建的B2B式综合批发
交易平台是全省唯一的县级产业带。重点规
划建设了诸城电商创业园、阿里巴巴产业
带·诸城电商产业园、诸城微商创业园、龙
都电商创业园四个孵化园区。

诸城入选省电子商务示范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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