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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石如宽

2月22日，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下午5点，
寿光市文家街道桑家村，49岁的桑德忠和家人吃完
元宵后，就往村东面的大棚园区走去。“今天阴
天，天黑得早，大家放烟花肯定也早，我得早去大
棚守着。”桑德忠说。

桑德忠种着一个长100米宽26米的黄瓜大棚，
年收入10多万元。“一年的收成都指望着这个大棚
呢，不能有一点马虎。”桑德忠说。

每逢元宵节，种大棚的桑德忠都没“安生
过”。蔬菜大棚一到傍晚，就盖上了棉被，以保证
大棚的温度。棉被里面，还有一层薄膜。“这层薄
膜很容易着火，一个火星也可能引起火灾。”桑德
忠说。

前些年过元宵节，时有火灾发生，有的烧了房
子，有的烧了大棚。“喜庆的日子，也有失去财产
的悲痛。”桑德忠说，“大家过节都小心翼翼。”

近两年，寿光开展“美丽乡村”建设，清理
“三大堆”，大大减少了火灾隐患。桑德忠说，
胡同里庭院里的柴禾、垃圾没有了，失火的也少
了。

因为自家的大棚距离最近的居民家不到300
米，桑德忠最担心礼花弹和钻天猴，“飞得那么
高，不知道会落哪里去。”

走进大棚，桑德忠打开水管，给大桶和两只塑
料小桶接满了水。随后，桑德忠走出大棚，站在棚
边，和同来守护大棚的邻居聊天。

晚6：00，村里升起璀璨的烟花。“现在的烟
花比小时候好看多了，花样也多了。”桑德忠说。
晚6：15，有点起风。桑德忠不再说话，紧盯着大
棚。

半小时后，风过去了，桑德忠又和邻居聊起
来。“我们很怕刮风，一刮风，烟花到处散落，就
得提高警惕。”桑德忠说。

晚10：00，村里的烟花燃放渐渐少了，桑德忠
和邻居还守在棚边。“我们要等到凌晨2点，才可
以回去休息。”桑德忠说。

如果真的发生了火灾，桑德忠想到的第一个是
报警。“现在园区规划得好，消防车都能开进
来。”桑德忠告诉记者。

“要是大棚区也有了消防栓，就更好了。”菜
农桑显滨说。

□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报道
本报寿光讯 2月4日10点，寿光市委组织部副

部长卢法贵来到该市物价局副局长付山家中，送上
3000元帮扶救助金。“感谢组织，春节前还惦记着
我们。”付山说。

2014年,付山患上结肠癌，他的妻子也得了乳腺
癌。目前两人治疗费用已花费近80万元，后续治疗
费用巨大。而付山的儿子为了照顾父母，大学毕业
一直没有参加工作。

2月2日到4日，寿光共有166名像付山这样生活
特别困难党员被确定为帮扶救助对象，领到1000至
3000元的帮扶救助金。

今年初，寿光制定下发了《生活困难党员帮扶
救助管理办法》，从市管党费列支专项资金，对
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身患重大疾病、伤
残、遭受自然灾害或遭遇重特大事故，无经济来
源、家庭负担特别重，生活特别困难的党员进行帮
扶救助。

“对生活特别困难党员开展帮扶救助，让每名
党员充分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坚定战胜困难的信
心，进一步激发了广大党员保持先进性、发挥模范
作用的责任感。”寿光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徐莹
说。

据介绍，帮扶救助对象通过党员自身或其他
党员推荐、基层党组织推荐、党员大会表决、基
层党委复核后，由寿光市委组织部审批，并在媒
体和所在单位进行“双向”公示，接受群众监
督。据了解，公示过程中，没有一名党员被质
疑。

□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报道

本报寿光讯 记者从寿光农产品物流园价格指
数检验检测中心获悉，上周（2月22日至28日）寿
光农产品物流园蔬菜价格定基指数为204 . 18点，较
上周194 . 92点上涨9 . 26个百分点，同比涨幅35%。指
数上扬明显的蔬菜类别有叶菜类、甘蓝类、根菜
类，涨幅分别为25 . 2%、9 . 9%、8 . 2%。

价格指数检验检测中心经理隋玉美认为，影
响指数上扬的原因有三个。一是本周南方省份多
降雨天气，使得原本供应紧张的南方蔬菜货源更
加紧俏，市场到货量不足。二是各类院校开学，
蔬菜需求量上升，购买力加大，菜价攀升。三是
南方鲜令蔬菜初步上市，售价较高，助推指数上
行。

本周各地气温回升，但周末开始多地陆续会有
雨雪降温过程，市场“南菜北运”供应紧缺局面仍
将延续。

□ 本 报 记 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梁 凯

“有人民医院的专家坐镇，我们敢做大手术
了。”寿光侯镇中心卫生院院长杨荣国说。

去年11月，寿光市人民医院医疗集团、中医
院医疗集团、妇幼保健院医疗集团分别成立。侯
镇中心卫生院成为寿光市人民医院医疗集团的
一员。人民医院选派普外科、消化内科、内分泌
科的骨干，在每周四、周日进驻侯镇中心卫生
院，坐诊、查房、会诊和手术。

“专家的到来，帮我们提高了医疗质量，降
低了医疗费用，方便了群众就医。”杨荣国说。

“医疗集团是以技术和管理为抓手的医院
协作联合体。医疗集团内部医院之间不依靠产
权关系联结。”寿光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局长刘
乐朋说，医联体的主要作用在于优化医疗资源
配置，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和患者流向基层，加快
建立分级诊疗格局。

专家手把手地教

寿光市人民医院脊柱创伤外科医生张新
华，挂职稻田中心卫生院副院长后，开展了5例
手术。稻田中心卫生院骨科主任刘和祥都曾观
摩学习。

“专家手把手教，医生面对面学，比进修效
果还要好。”稻田中心卫生院院长王庆阳说。

因稻田一带腰腿痛病人相对较多，借助专
家力量，该卫生院新成立疼痛科。“遇到难题时，
我院大夫能做到随叫随到。”张新华说。

杨荣国告诉记者：“我们已经做好人员培训
规划，请专家进行传帮带。每年我们医院参加学
术会议的有80人次以上。”

有了“医联体”，不仅利于专家“走下去”，也

便于基层医务人员“走上来”。稻田中心卫生院
已派出医生，到寿光市人民医院取经。营里、侯
镇卫生院的医生也纷纷前来学习。

“短期，先对口专业培训。长远看，还要开展
新业务、新技术，力争部分科室形成市里重点专
科。”杨荣国说。

检查结果互相认可

现在，营里中心卫生院的阑尾手术病理检

查直接送到寿光市人民医院检验中心。结果出
来后，检验中心通过网络直接传给营里中心卫
生院的相关医生。而在去年，这个项目营里卫生
院只能送到济南的一家检验中心。

“只要是集团成员，检查结果互相认可，减
少了重复检测，提高了检测设备的利用效率。”
寿光市人民医院门诊部主任王忠利说。

寿光市人民医院成立影像中心和检验中
心，配有专业的技术人员和阅片员。“互联互通，
信息共享。我们只需把拍好的片子发过去就行

了。” 营里镇中心卫生院长杨振海说。
寿光市中医院医疗集团理事长石维远认

为，通过“医联体”，可以突破医院发展的瓶
颈，挖掘成员之间可以共享和协同的资源，让
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有明确的分工。

寿光市妇幼保健院医疗集团正在成员医院
之间积极推进建立检查检验“绿色通道”。该
集团理事长贾中华说：“在统一质控标准、确
保医疗安全的前提下，在集团内扩大检查检验
结果互认范围，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检查检
验。”

分级诊疗落地开花

王忠利正在制定集团转诊制度流程，设计
转诊单。“乡镇卫生院诊断不明的，有疑难的，治
疗效果不好的，都可以通过绿色通道，直接到病
房，不用挂号，不用排队。”王忠利说。

寿光市人民医院院长袁景亮说：“对9家
集团成员单位，我们医院将充分利用自身资源
优势，纵向整合，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
急慢分治的分级诊疗模式，方便群众就近看
病、就近享受优质医疗，让患者‘首诊在基
层、大病到医院、康复回基层’，最终实现
90%病人就医不出县的目标。”

在上口中心卫生院挂职副院长的寿光市人
民医院泌尿外科主任朱金宝说：“泌尿外科手
术后的病人，往往需要更多的跟踪治疗和康复
治疗，这为基层医院发展提供了机会。”

杨振海认为，慢性病号康复阶段可以在卫
生院。杨荣国说，分级诊疗，能让各级医院定
位上更为清晰。

据石维远介绍，寿光市中医院医疗集团也
将建立集团内部分级诊疗、双向转诊的考核评
价体系和激励机制。

检查结果互认 分级诊疗有望实现

“医联体”助基层卫生院提档升级

□ 本 报 记 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刘瑞全

2月25日，寿光市化龙镇丰城一村韭菜种植
户张学武在自家韭菜地里，拽下一缕韭菜，放到
嘴里，对记者说：“我们不用农药，可以放心吃。”
张学武说。

寿光冬季韭菜生长周期为45天，春节前割
一茬，节后割一茬。割完第一茬后，韭菜断面汁
液散发出的味道容易招来害虫。“我们在韭菜畦
内用上生物菌肥，害虫就不敢接近了，根本用不
着使农药。”张学武说。

文家街道桑家营子村菜农刘江萍说，在寿
光很难买到高毒农药，买药都得凭身份证。“用
了高毒农药，蔬菜质量不过关，就卖不出去了。”
刘江萍说。

据了解，寿光对农药销售建立了定点经营
和购销登记制度，最大限度杜绝禁用农药。

“对农业投入品整治，我市形成高压态势，
有效控制了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发生，
消除了农产品监管盲区，建立健全了农产品质
量安全长效管理机制。”寿光市农产品质量安全
监督管理办公室主任尹国美说。

所有药肥 皆可追溯

2月25日，在洛城街道董家营子村付春勇的
农资店，村民张保华挑选了两包叶面肥。付春勇

登录农资实名制采销服务平台，输入张保华的
姓名，再输入所购叶面肥名称和数量，1分钟就
完成了实名制交易。

“通过这个平台，假药、禁用农药进不到店
里。菜农买药放心，我们卖得也放心，对双方都
是一种保障。”付春勇说。

在农资实名制采销服务平台上，只要输入
化肥农药名称或登记号，平台上会自动显示出
化肥农药的相关信息。“这有助于农资店在进货
时识别化肥农药的真假、质量等。”洛城街道农
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公室主任刘银炜说。

张保华通过平台实名购买化肥农药时，会
收到一张小票。这张小票记录着张保华购买化
肥农药的地点、时间、化肥农药名、数量、金额等
信息。“这就是证据。如果化肥农药后期出现问
题，我可凭票维权。”张保华说。

据介绍，寿光1600多个农资店，已经有1200
多个安装了农资实名制采销服务平台，后期将
实现全覆盖。

与此同时，寿光还进一步完善了市镇村联
防联治的三级监管体系，在全市所有村都设立
村级监管员，协助镇级搞好辖区内农药经营监
管工作。

菜样检测 一户不落

2月26日凌晨2点，寿光农产品物流园3号交
易大厅，蔬菜中间商王文磊刚从云南拉来满满

一车蔬菜，物流园检测中心的检测员就来抽检
取样。近两个小时的时间，检测员进行了71份取
样检测。

“我们从凌晨2点多开始对进入市场的每
车菜进行抽检，一户不落，每天要抽取300多批
次的蔬菜，每年抽检10万批次。”检测中心经理
隋玉美说，在抓农产品质量安全源头治理的同
时，寿光着力加强了流通环节的质量安全监管。

燎原果菜合作社的社员刘伟每次把西红柿
卖给合作社，都要抽样检查。在燎原合作社的生
产监控室，记者随手拿起一盒包装好的蔬菜，在
显示器上把条形码一扫，电脑屏幕上立刻显示
出种植户、大棚所在地址、用药用肥情况、采摘
时间等信息。

“寿光坚持和完善检测打击联动机制，对抽
检不合格的农产品，及时组织查处并追溯制售
源头，一查到底。”尹国美说。

去年，寿光先后投入3000万元建设了检测
中心，投资200多万元为15处镇街区检测室配备
了高标准检测设备和流动监测车。

目前，寿光正加大农民合作社的推广力度，
把分散种植的农户组织起来，自我服务、自我完
善。“有了合作社、协会，可以增加菜农的自律
性，便于互相监督，也有助于提高农业行政执法
和农药使用监管的效率。”尹国美说。

科技助力 少用农药

“新棚面积大，顶棚高，比老棚采光好、
提温快、虫害少，还可以应用各种机械，干起
活来省工省力。”文家街道桑家营子村大棚种
植户桑英德说。去年，他投资13万元建设了新
式大棚，可以自动卷帘、控制温度。

“品种的选择也很重要。我种的这个圆茄
品种是嫁接的，基本不用打药，就不生根结线
虫病。”桑英德说。

潍坊科技学院生物工程研发中心主任李美
芹认为，抗病品种的应用减少了农药施用量，
比如番茄的抗病毒品种，黄瓜的抗白粉病品
种。同时，物理方法防治病虫害、高效低毒和
生物农药的使用也都在普及推广。比如有的温
室大棚安装有粘虫板、诱虫灯，可以杀死大多
数害虫。

“过去菜农种菜凭的是经验，做不到精准
管理，大水漫灌多，喷药施肥多，土壤易板
结，病虫害也多。”江苏绿港现代农业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山东服务站总经理索元峰说，“现
在按照设置好的参数，由电脑掌控各个节点，
可以节水40%到50%，节肥30%到40%，减少用
药60%。”

据了解，为提升蔬菜生产品质，寿光市持
续进行测土配方施肥，推广水肥一体化。该市
财政设立专项资金，连续7年实施“设施蔬菜
沃土工程”、“根结线虫病防治工程”和“绿
色植保工程”，取得明显成效。

寿光对农药销售建立了定点经营和购销登记制度———

如今，买农药得凭身份证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2月28日，寿光城区西北角的潍坊阳光
春天现代农业公司蔬菜温室大棚内，农技师
张文生正在清理长灰霉病的番茄菜叶。折下
一个菜叶，就在消毒液里洗一下手，再去折
下一个菜叶。

“我们的蔬菜不用一点化肥农药，处理
病虫害全部是物理方法和生态方式，再补充
以人工方式。”张文生说。

阳光春天公司总经理韩鹏想种出“最干
净”的蔬菜，要求所有的化肥农药一律不能
用。

记者看到，蔬菜上方吊着粘虫板和杀虫
灯。据了解，每亩菜地上悬挂着100多个粘
虫板，约每5平方米有一个杀虫灯。“用物
理方式，可以杀死70%的白粉虱、蚜虫等害
虫。”张文生说。

张文生是韩鹏以万元月薪聘请的技师。
最初建设温室大棚时，韩鹏就采纳了张文生
的建议，把大棚建成自动控温、控湿的大
棚。温室还安装有水帘、遮阳网和补光灯。
张文生认为，这些设施为蔬菜生长创造了最
佳的环境。

与大多种在地里的蔬菜不同，韩鹏的蔬
菜长在盆中或管道中。“盆栽也是便于控制
病虫害。困扰菜农的根线虫，在这里就不会
有。”韩鹏说，每个菜盆、管道和滤布都要

进行灭菌，菜盆中使用的基质是国家认证的
有机肥料。

不用化肥，蔬菜所需要的养分从哪里
来？面对记者的疑问，韩鹏答：使用沼液保
持作物的营养就足够。有时，工人觉得产量
上不去，建议上点化肥，但韩鹏拒绝了。
“光追求产量的农业不足取，我们就要趟出
现代农业的一个新路子来。”韩鹏说。

今年春节，韩鹏卖出了2000多盆盆栽蔬
菜。每盆蔬菜都有一个种植说明和食用方
法。韩鹏说：“好多人不会种菜，我们种好
后，他们买回去在家里只需要浇浇水就行
了。”除了在家庭阳台推广，韩鹏还将盆栽
蔬菜与大型家具市场、高端房地产结合起
来。“如果吃到现摘的西红柿、黄瓜，是不
是更有意思？”韩鹏说。

韩鹏带着小白菜、香葱，委托山东拜耳
检测有限公司进行检测。对这两种蔬菜，拜
耳公司检测了甲胺磷、灭多威、多菌灵、乐
果等50个农药项目。记者看到今年1月5日拜
耳公司出具的检测报告，结果全部在合格范
围内。

现在，韩鹏面临的困难主要是物流。如
果每盆菜都“站着”，一车的运输量不过
200多盆，运输成本太高。“正在考虑创新
运输方式。”韩鹏说。

据了解，今年阳光春天公司将扩大规
模，一个50亩的新基地正在商谈中。

用粘虫板和杀虫灯除虫，不用化肥和农药———

蔬菜论盆卖 回家只需浇点水

■中国·寿光蔬菜指数

上周蔬菜价格

继续上扬

寿光制定生活困难党员

帮扶救助管理办法

166名特别困难党员

获救助

守护烟花纷飞中的

大棚蔬菜

□杨涛 报道
寿光市人民医院专家在医疗集团成员单位侯镇中心卫生院坐诊，受到患者欢迎。

□石如宽 报道
阳光春天公司员工正在自动控温的新式温室大棚查看盆栽西红柿生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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