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线电话：（0536）8789199 Email：dzrbwfxw@126 .com 21寿光·财经2016年2月1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赵卫平

□ 本 报 记 者 单 辰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张兴德

2月5日中午，寿光市农产品物流园里的小饭馆
里挤满了食客，运菜司机李兆林点了韭菜水饺，焦
急地等饭上桌。

“20吨蔬菜刚装好车，下午2点就出发去北
京，晚上八九点才能到，我得赶紧吃两口。”李兆
林说，他干了13年的蔬菜运输，像这种着急等饭的
状态，他几乎天天都经历着。

匆忙吃过午饭，李兆林赶紧来到货车前，最后
检查一遍装车的情况。确保没问题后，李兆林舒了
口气。“现在政策好、路好走、货好运，可算是把
原先那日子挨过去了。”李兆林说，他刚开始干这
一行的时候，拉一车菜去北京，光高速公路通行费
就得400多元。“现在通行全免费，省钱省心省时
间。”

2005年4月，寿光开通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
通道”专用车道，在各收费站口设立专用通道口，
对整车合法运输鲜活农产品车辆给予“不扣车、不
卸载、不罚款”和减免通行费的优惠政策。

“寿光作为全国最早开通农产品‘绿色通道’
的城市，先后开通了3条线路，而当时全国只有5
条。”寿光市农产品物流园蔬菜部经理张南说，这
3条线路分别是寿光至北京、寿光至哈尔滨和寿光
至湛江。线路开通后，年均蔬菜运输车辆超过350
万辆，大大提高了运输效率，更为车主业户节省下
大量运输费用。

2011年，寿光将境内所辖省道干线公路224 . 6公
里全部纳入“绿色通道”路网通行网络管理，在地
域交界、收费站口、道路的主要出入口或交叉口，
都设立醒目、样式统一的“绿色通道”道路指示标
志牌。借助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便捷的交通服
务，寿光蔬菜走得更快、更远。

“想想1983年，1亿斤白菜烂在地里运不出去
的情况，现在是再也不可能遇到了。”昌和物流公
司负责人许健康说，“那年，全寿光一共种了2亿
斤白菜，因为交通网络不发达、运输能力差，菜产
量高却运不出去。最后一半白菜论堆、论车卖，剩
下的白白烂在了地里。”

自此，寿光政府部门形成共识：要发展好蔬菜
产业，抓生产也要抓流通、抓流通也要抓市场、抓
市场更要抓交通。

1984年，寿光投资30万元，建成占地17亩的寿
光蔬菜批发市场，成为现农产品物流园的前身。在
经过十多次的改造和扩建后，如今的农产品物流园
总占地3000亩，每年可实现蔬菜、水果及农副产品
交易量100亿公斤，常年上市蔬菜有120多个品种，
年交易额约占全国的1/3。

“十一五”期间，寿光以建设开放式、现代化
大交通为目标，积极推进干线公路和乡村公路快速
建设，抓好“体内体外双循环”，把路修到田间地
头，具体规划了“五纵三横”的市内交通主框架，
五年投入省级干线公路建设各项资金达15多亿元，
形成了以农产品物流园为龙头、连接全市各乡镇、
辐射周边省市区的公路网。

“蔬菜运输路线优化后，从寿光往全国运菜
‘一路绿灯’。”许健康说。

□ 本 报 记 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吕洪光

“三六九，往外走。”2月13日，大年初六。往年
这时，寿光市化龙镇丰三村村民张学军已经准
备外出打工了。今年，他决定在家“玩棚”。“已经
流转好土地，马上动工建设。”张学军告诉记者。

在丰三村，已经有6户村民和张学军一样报
名“玩棚”。相邻的西丰村也有村民报名。而这两
个村的村民习惯种植大田韭菜、山药和麦子、玉
米，没有“玩棚”的传统。

“洛城的农民来我们这里种大棚了，村民很
受刺激。”丰三村党支部书记张建国说。

2015年底，化龙镇划出1000多亩农业园区，
规划建设125个大棚。其中，洛城街道屯西村大
棚户占去700亩土地。“我们带领村民去洛城参
观大棚种植，大家很受震动。”张建国说，“我们
了解到，一个大棚，年收入至少10万元。”

张学军认为，因为和洛城有经验的大棚户
同在一个园区，正好可以取经。

现在，化龙镇已经排查出3000多亩土地，用
于发展蔬菜大棚。目前，寿光正在积极推进旧棚
改新棚、大田改大棚工作，确保2016年新建改建
蔬菜大棚5000个以上。

再“玩”小棚没意思了

圣城街道北郭村村民桑桂英原来种着3个
70米长9米宽的大棚。这些建于2000年的大棚，
采光不好，保暖效果不佳，新式设备没法用，桑
桂英觉得“没意思”。“一个棚一年下来纯收入只
有两万多元，要是除去两个人的劳动力成本，基
本上算白忙活。”桑桂英说。

文家街道桑家营子村大棚种植户也渴望大
棚升级。该村有300多个蔬菜大棚，平均一个大
棚占地不到一亩，90%以上使用年限超过10年。
大棚还存在设计落后、效益低下、布局分散等问
题。“为了提高村民收入，调地势在必行。”桑家
营子村党支部书记桑名亮说。

据介绍，在寿光南部蔬菜种植集中区，如孙
家集、纪台、稻田等地，由于蔬菜产业发展较早，

面临大棚棚龄大面积小等问题，老百姓希望调
地，实现规模种植蔬菜大棚。

而寿光中北部的化龙、上口、田柳等地，还
约有11万亩大田可用来发展蔬菜大棚。“如何消
化这11万亩的潜在土地，是我市当前农业发展
的重要内容，也是未来思考布局的着力点。”寿
光市委书记朱兰玺说。

调地调出“蔬菜工厂”

如今，桑桂英种上了2个高标准大棚。“新棚
主墙厚，整体高度高，日照面积大，室内温度高，
蔬菜长得快，品质也好。”桑桂英说，蔬菜大棚已
由蔬菜车间升级为蔬菜工厂。

新式大棚的建成，得益于土地调整。桑名亮
认为，土地调整必须依靠村委这个平台，才能保
证公平、公正、合理。桑家营子村“两委”把土地
调整实施方案印成“明白纸”，逐家逐户征求意
见。随后，全体村民投票选出9名代表，组成土地
流转调整委员会，全程参与、监督调地工作。
2015年6月，方案经村民议事会集体表决通过
后，村集体收回土地，统一进行流转、调整。

“土地调整，关键是看能不能真正站在村民
的立场上，做到公平公正。”北郭村党支部书记
张树增说。

北郭村土地调整时，有村民建议“抓大阄”，
希望挨着好邻居。村委采纳村民意见，对全村44
个大棚按照位置进行编号，建棚村民自由组合，

组成8个“大阄”。抓阄时，只抓大阄，剩余分配由
村民自行处理。

田柳镇刘家村的大棚户想扩大种植面积但
是没地，而邻村北王里村有人有地但不愿种菜。
田柳镇党委为两个村牵线搭桥，刘家村流转了
北王里村200亩土地，新建高标准大棚40多个。
看着刘家村种菜发财，北王里村村民也想种棚。
该村“两委”流转了200亩土地，计划今年建设至
少15个高温大棚。

2015年，上口镇新流转土地3000多亩，建设
大棚400多个。目前，田柳全镇共排查出8700余
亩适宜发展蔬菜大棚的土地，正在规划中。

成立合作社走品牌之路

因为新建大棚，化龙镇前王村的王炎国从
化龙镇政府领到1000元补贴。为提升农民建棚
的积极性，化龙镇设立专项资金，对新建大棚户
予以奖励。2015年，化龙镇有450个达到标准的
大棚和拱棚，共获得26万元的补贴。

“政府提供基础设施配套服务，加大涉农基
础设施建设，让老百姓集中精力建大棚。路不好
就修路，缺井就打井，缺农资就送农资。”化龙镇
党委书记桑海强说。

化龙的现代农业园区，还将配套成立蔬菜
专业合作社和交易市场。针对农民建棚存在的
资金不足等难题，化龙镇积极协调银行，为建棚
户提供资金支持。

近几年，田柳镇对大棚种植区提供精准配
套服务，累计投入6000万元完善水电路网，推动
粮农向菜农转变。田柳镇还发动村“两委”领办
创办合作社61家，为社员提供农资种苗、品牌包
装推广、营销销售等全产业链的配套服务。

村民刚建起新大棚，北郭村“两委”就创办
了蔬菜专业合作社，37个种植户全部被吸收为
社员。张树增认为，有了合作社，蔬菜从种植到
药肥配送，从育苗到销售全部实现统一管理、统
一检测、统一包装、统一运输。

桑名亮说：“我们正筹备成立蔬菜专业合作
社，依靠合作社的力量推动蔬菜产业发展。同时申
请自己的商标，走品牌化路子，带领农户致富。”

□ 本 报 记 者 戴玉亮 单 辰
本报通讯员 刘瑞全

2月1日，农历腊月二十三，北方小年。以往
每年这一天，寿光市古城街道庵头村村民石滨
亭都会和家人一起祭灶、扫屋，开始忙年。但今
年不同，石滨亭一大早就来到自己的农村淘宝
店，用电脑整理村民们最近下的订单，做好春节
前后发货的准备。

“自打我开了淘宝店，乡亲们很支持，每天
至少都有几十个人过来下单。”石滨亭说，小订
单有针线盒、指甲钳等几元钱的日常用品，大订
单有微波炉、空调等几百上千元的家用电器，村
民们网购的热情之高远远出乎他的意料。

“便宜、方便、保证正品，才是村民网购的动
力。”石滨亭说，以前村民们都不明白互相称呼

“亲”是什么意思，“现在，每个光顾过我店的村
民，都习惯与我互相称‘亲’了。”

2015年4月10日，寿光成立阿里巴巴“农村
淘宝千县万村”项目村级服务中心。当月22日，
阿里巴巴农村淘宝寿光服务中心挂牌成立，寿
光成为该项目在我省的第二个试点市。

“在开农村淘宝店之前，我修过电脑、做过
网站，前后也算干了7年互联网。”石滨亭说，基
于对互联网的认识和对阿里巴巴公司的信任，
在村淘服务中心成立后，他第一时间去报了名。

经过培训、考试、面试、查看场地、试用后，
石滨亭成为农村淘宝庵头村服务站的负责人。
石滨亭说，虽然现在网购已兴起多年，但对于农
村来说，仍然是一个未被深入开发的市场。“网
购是趋势，没人能阻挡。”石滨亭看准了时机，果
断在村里租下了一个沿街的店面，开始经营他

的农村淘宝店。
“以前，网购是城里人热衷的购物方式，农

村人购物仍偏于传统。”阿里巴巴农村淘宝山东
片区负责人毕祥明说，村民们要购买生活用品，
要么到集市上，要么到街道、镇上的超市里。如
今，农村购买力日益增大，传统购物方式已难以
满足村民的生活需求。

“去年10月，儿子给我打来钱，让我换一部
新手机，我看上了魅蓝note2。”古城街道北洛村
村民李凤梅说，她去村里和街道上的手机专柜
挨个转了一圈，得知这款手机售价899元，她没
舍得买。

“偶然跟邻居闲聊，我才知道村里开了一家
农村淘宝店，想买的东西可以直接进店问价。”
今年1月的一天，李凤梅赶集回家，路过这家店
便进去问了问。“从这里买这款手机只要788元，
免邮费，还送20元购物红包，太划算了。”

下单3天后，李凤梅来店里取了手机。“以后
家里添置大件儿就来淘宝店。实惠、东西正，哪
哪都好。”李凤梅说。

“以前不愿意网购，因为快递不进村，取件
就得去街道上，还不够麻烦的。”北洛村村民王
艳说，“如今村里有了淘宝店，离家门口就几步
远，取件、代收件都方便。”

“去年‘双十一’那天，我一次性从店里下了
3000多元的单，走阿里巴巴的菜鸟物流。”王艳
说，“本以为‘双十一’的邮件会很慢，没想到不
到一周就都到货了。”

据阿里巴巴网站统计，在2015年11月11日，
我省农村淘宝购买力排名中，寿光市古城街道
北洛村高居第7名。

自农村淘宝寿光服务中心运营以来，该市

共产生上岗合伙人村站70个。“目前，寿光的村
淘合伙人月收入大部分超过了4000元，最高达
到了8000元-10000元。”毕祥明说，“新时代的农
民们，把手中的锄头换成电脑键盘，同样可以

‘敲’出一条致富路。”
目前寿光电商企业已发展到400余家、各类

网络商铺5000余家，直接或间接从事电商人员
超过2万人，2015年实现电商交易额138 . 9亿元。

“村淘店的出现，让镇街村统一拥有了‘区
位优势’，偏远村庄购物也不再难。”田柳镇村淘
合伙人胡美杰说，农村淘宝给了村民全新的生
活，也给了她继续做下去的信心。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挂牌可以让公司直接募集资金，解决当
前的发展困境，还能扩大公司在市场上的品牌
知名度。”潍坊御达祥畜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杨树军说，去年10月15日，该公司在齐鲁
股权交易中心挂牌。同一天挂牌的寿光企业还
有：山东米克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寿光市
菜中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御达祥是一家畜牧业龙头企业，与中国农
科院、中国农业大学联合，运用生态养殖技术，
通过杂交改良，推出了“御达祥”生态黑猪肉。但
近两年，全国生猪市场低迷，银行贷款收紧，企
业发展面临资金问题。

“通过挂牌，不仅可以解决资金问题，也帮
助企业规范化运作。我们计划通过3至5年的发

展，争取到创业板上市。”杨树军说。
据了解，为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难题，寿光将

企业上市挂牌作为拉动全市经济发展的一项重
要工程大力推进。该市通过强化后备资源企业
建设，加大企业上市挂牌培育力度，已逐步构建
起“培育一批、改制一批、辅导一批、申报一批、
上市一批”的良性梯次格局。

寿光汇金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一家
从事企业挂牌推荐和股权投资的专业公司。该
公司总经理郑翠玲说：“随着银行贷款收紧，企
业获取资金渠道减少，场外挂牌融资成为不少
企业的首选。”

“企业成长总会遇到问题，需要通过挂牌来
规范企业发展。融资是一部分原因，更主要的还
在于规范管理，谋求更长远的发展。”寿光金棚
现代农业设施装备有限公司董事长朱纪江说。

金棚农业于2015年12月14日在深圳前海挂
牌成功。相对于融资功能，朱纪江认为，挂牌可
以让企业在资本市场进一步得到规范和孵化，
便于向更高层次市场靠拢。

寿光市金融办公室的苗光凯认为，企业场
外挂牌可以争取到更多的利益、资源，优化企业
发展的外部环境。比如商业信用、银行信用、议
价能力、客户资源等。同时，场外挂牌本身已经
向市场昭示公司的优良质地、规范的治理和光
明的前景，能够吸引一批具有高素质、高学历、
高水平的人才加入到公司，为公司在人才招募
与储备上打下坚实基础。

在寿光，凡涉及企业挂牌问题，都会享受
“绿色通道”。企业还将得到最高100万元补助，
并在土地、房产过户及权证办理、财税政策扶持
方面给予企业上市同等待遇。2010年以来，寿光

累计兑现企业上市挂牌奖励资金440多万元。
2015年，寿光有13家企业实现场外挂牌。金

正食品、东方誉源、路斯股份、默锐环境等4家企
业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其中金
正食品通过定向增发募集资金1 . 56亿元。路斯
股份、金正食品实行了“做市商”交易制度。百兴
福农资、御达祥、米克科技、菜中菜等4家企业在
齐鲁股权交易中心挂牌。华银食品、金源防水等
5家企业在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Q板挂牌。截
至目前，寿光已有7家上市公司、10支股票，场外
市场挂牌企业达到91家。

苗光凯认为，寿光通过推进企业上市挂牌
进入资本市场融资，促进企业做大做强，培育形
成了一批业绩突出、成长性强、示范效应显著的
龙头骨干企业，对于优化资源配置，调整产业结
构，拉动全市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进入资本市场融资 促进企业做大做强

寿光场外挂牌企业达91家

开通农产品绿色通道11年

寿光蔬菜走全国

“一路绿灯”

农村淘宝激发农民创业热情，网购不再是城里人专属———

“如今，光顾我店的村民都称‘亲’”

旧棚改新棚，大田改大棚，寿光今年至少将新建改建蔬菜大棚5000个

玩就玩大的！土地流转助大棚升级

□记 者 单 辰
通讯员 高 斌 报道

本报寿光讯 记者从寿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中心获悉，寿光市提报的“寿光蔬菜生产习俗”
将列入山东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
录。

据了解，“寿光蔬菜生产习俗”主要包括蔬菜
传统生产方式与技术、民间谚语与传统生产方式、
传统生产方式所衍生的文化现象等。“寿光蔬菜生
产习俗”从2010年列入潍坊市级非遗到2016年成功
列入山东省级非遗，用了6年时间。

寿光蔬菜生产习俗

入选省非遗名录

□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报道
本报寿光讯 记者从寿光蔬菜价格指数检验检

测中心获悉，本周蔬菜价格指数将呈平稳回落态
势。

据介绍，随着气温回升及节日效应的消退影
响，本周寿光物流园蔬菜供应短缺的局面得以缓
解，消费需求量也会有所下降。

而上周（2月8日至2月14日），寿光农产品物
流园蔬菜价格定基指数为2 0 3 . 7 2点，较前一周
201 . 67点上涨2 . 05个百分点。蔬菜总体交易量环比
减少34%，同比减少63%。

从上周蔬菜价格定基指数走势图看，蔬菜价格
指数延续上涨态势。寿光蔬菜价格指数检验检测中
心分析人员认为，春节过后蔬菜价格打破以往规律
不降反升，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南方蔬菜货源供
应紧缺。年前南方蔬菜主产区遭遇历年来罕见低温
雨雪天气，导致蔬菜减产，收购价格一直居高不
下，带动市场蔬菜价格持续高位运行。二是春节假
期结束，新一轮冷空气来袭，多地雨雪天气再次上
演，加之市场供应量未恢复到节前正常水平，蔬菜
供不应求，价格稳中上涨。

■中国·寿光蔬菜指数

上周持续上涨

本周平稳回落

□石如宽 报道

寿光市纪台镇菜

农在新式大棚里收获

茄子。

阿里巴巴集团和寿光市政府去年合作成立的农村淘宝寿光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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