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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国胜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刘瑞全

“夏文林的彩椒，抑制率零。李伟涛的
彩椒，抑制率零。”3月9日，寿光市洛城街道
斟都果菜专业合作社检测员于建青共抽检
了62个彩椒样品，在农药残毒快速检测仪上
检测后，其中42个样品的抑制率为零，其余
20个样品抑制率均在20%以下。

这样的检测结果，在于建青的预料之
中。国家规定农残抑制率小于50%即为合格。
担任检测员一年多来，于建青还没有检测到
一例超过国家标准的彩椒样品。“从我的经
验来看，检测结果抑制率为零的样品在三分
之二以上。”于建青说。

“土地养肥了，施肥用药有讲究，各方面
都管得严，还能种不出好菜来？”洛城街道东
斟灌村彩椒种植能手李宝先说。

近年来，寿光实施沃土工程、水肥一体
化、绿色防控等农业转型措施，推行农业标
准化生产，建立完善市镇村三级农产品质量
检测体系，全面提升蔬菜品质。

一养地，

蚯蚓又回来啦
在自家新式大棚里，李宝先伸手在彩椒

间隙抓了一把土，轻轻一捻，土壤从指间簌
簌落下。李宝先告诉记者：“土壤上有蚯蚓爬
过的痕迹，地里也有很多的蚯蚓。”

原来这里是老棚区，种了20多年，土壤
存在不同程度的板结。2014年建棚时，担心
土壤不好，李宝先在地里撒了20公斤生物菌
肥和2吨微生物有机肥，还用上沤制好的稻
壳鸭粪。“这样一养地，上一茬彩椒，8000
棵苗子没有一个死的。”李宝先说，每棵
彩椒平均结果9 . 3斤，和别人家的大棚相

比，多出0 . 3斤。
李宝先用的生物菌肥和微生物有机肥

都是寿光市政府集中招标的。微生物有机
肥的市场价每吨在2500到3000元，招标后价
格降为1000到1400元，财政上每吨再补贴
300元。

2 0 1 4年，寿光开始实施“沃土”工
程，财政每年支出800万元，改良土壤5万
亩以上。到2020年，全市35万亩大棚实现
“沃土”全覆盖。

土壤变好，也与寿光持续实施测土配方
施肥、推广水肥一体化有关。大水漫灌时，李
宝先一亩地用肥50斤，现在使用冲施肥，每
亩地只用10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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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稻田镇东庞陈村大棚户陈亮对
使用水肥一体化设备与大水漫灌做过对比。
漫灌时，亩均耗水600立方米，滴灌时不到300
立方米。冲施肥用量下降66 . 7%，耗电量下降
54 . 7%，而西红柿产量增加20%左右。

粘虫板、杀虫灯，

杀死70%害虫
“蔬菜安全，说到底就是农资安全，

尤其是用肥、用药安全。”寿光市农安办
主任尹国美说。

寿光菜农正采用一些先进的技术，解决
制约提高蔬菜质量的难题。面对隐藏在叶面
背面的蓟马和螨虫等害虫，李宝先以前束手
无策，现在他用生物农药将其消灭。

潍坊阳光春天农业有限公司的温室大
棚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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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首席专家张文生说：“用物
理方式，可以杀死70%的白粉虱、蚜虫等害
虫。”记者看到，温室还安装有水帘、遮阳网
和补光灯，可以自动控温、控湿。这些设施为
蔬菜生长创造了最佳的环境。

去年冬天最冷的一天，温度降至零下18
度。那天晚上，李宝先花20多万元建设的新

大棚内，最低温度是10度，没有影响彩椒生
长。“新棚面积大，顶棚高，比老棚采光好、提
温快、保温久、虫害少。”李宝先说。

眼下，寿光正在推进旧棚改新棚、大田
改大棚。2016年寿光将新建改建蔬菜大棚
5000个以上。

3月2日，李宝先在蔬菜质量安全承诺书
上签名。如果用了国家禁止使用的农药，他
将承担重大的责任，甚至几年内不得种棚。

“我种的彩椒都是大公司提供的种苗，还是
抗病品种，用的农药很少。”李宝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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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了蔬菜的品质。

让菜农按照“种菜指南”

种菜
三元朱村王万彬的黄瓜大棚入口处贴

着二维码。记者用手机扫了一下，信息显示：
“060号，王万彬，5组，所种品种：黄瓜，用药：
阿维菌素，肥料：968菌肥。”

二维码是三元朱村蔬菜专业合作社张
贴的。王万彬说，大棚内每一次用药、施
肥情况要及时通过手机上传，合作社管理
人员不定期抽检，如果上传不实信息，会
被通报并处罚。

去年底，三元朱村成立蔬菜合作社，
全村128户种植户全部加入。有了合作社，
社员从蔬菜良种、农药、化肥、农家肥、
农用机械购买，到农残检测、蔬菜销售，
将严格执行合作社的标准。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一家一
户的分散生产，很难形成统一标准，就无法
保障农产品安全。”寿光市农业行政执法大
队的信俊仁说，“合作社能使农民组织起来，
农资、销售、技术等就有了统一标准。”

三元朱村蔬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三元
朱村村主任王保泉正带领社员探索黄瓜从
种苗选择、种植管理、销售等全产业链的“种
植指南”。“如果社员都按照这样的标准来种
植，蔬菜质量绝对过关。”王保泉说。

这契合了寿光市的做法。寿光正在创建
国家农业综合标准化示范市。“不少蔬菜园
区、公司都有标准，但比较分散、单一，不成
规模。寿光现在需要把蔬菜的各个标准纳入
一个综合体系。”寿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
任绍军说。

这次创建，寿光将形成8个标准综合体，
覆盖与蔬菜产业相关的生产、加工、社会化
服务和销售等标准化。

李美芹认为，建设蔬菜标准综合体，
将推动寿光农业从“卖蔬菜”向“卖标
准、卖技术”转变，让全国成为寿光标
准、寿光技术的消费市场。

□本报记者 姜言明
本报通讯员 桑 蕊

家住宁阳县东疏镇寺头村的闫娜，今
年27岁，去年确诊患上了非淋巴细胞白血
病，为用骨髓移植挽救生命，养父母道出
隐藏2 7年的秘密——— 闫娜是被“捡”来
的。

就在前几日，闫娜的复诊结果显示，
化疗并没有控制住她的病情，而且现在肺
部也受到了感染，这意味着骨髓移植已成
为了她最后的选择。为寻找闫娜的亲生父
母，许多爱心人士积极响应。“为闫娜寻
找亲生父母，挽救生命”的爱心接力在宁
阳、汶上两地展开。

东疏镇机关干部的“寻找日记”

得知真相的闫娜瞬间感觉天塌了下
来，2 7年过去了，自己的亲生父母在哪
里？当年的遗弃，如今会不会承认亲子关
系？如果找到了，愿不愿意为自己捐献骨
髓？当年闫娜被养父母抱回家后，身上除

了一床棉被并没有其他标识，寻找其亲生
父母难度很大。

“闫娜的遭遇一直牵动着我的心，特
别是得知她的身世和骨髓移植才能挽救生
命的消息后，找寻她的亲生父母的事情就
成了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东疏镇党政
办主任张锐说，“根据对类似情况的分
析，我将范围划定在方圆20里之内，上世
纪80年代末，家里的交通工具只能是自行
车甚至于步行，经过多次的排除，这样查
找的范围就锁定在东疏镇和白石镇的范围
之内了。”

在坚定了找寻的信念之后，张锐就写下
一个特殊的日记“寻找：一线生机”，将每天
的线索和事情动态进行了详实的记录,并与
闫娜养父养母所在村庄寺头村党支部书记
闫现国达成共同寻找的计划，两人一起努
力，一定要为闫娜找到她的亲人，“３月11
日，在寺头村周边打听，排除了可能……”，

“３月12日，多方打听，无果……”
“3月13日上午11:45，闫现国又打来电

话，事情有了转机，并且信息比较接近：
汶上县白石镇郑城村有一位姓刘的，据说

多年前有个孩子不知道是死了还是扔
了。”这个消息犹如抓住了一线生机，张
锐立即与闫现国约定明天去白石镇。

“14日，……我们找到白石镇办公室
主任周广安，希望他能联系一下郑城村，
问问是否有过这么一个情况……”事情很
快有了进展。

“18:20下班回家路上，突然接到周主
任电话，经过管理区和村做工作，说郑城
村刘家同意去济南见面了！……”事情终
于有了结果。

白石镇白石中心社区和前郑村干部来
到刘家，经过深入沟通，刘家人终于承认
了当年的往事。

惊喜重逢，

“爱”让闫娜更加坚强

3月16日上午11时许，齐鲁医院病房，
闫娜与亲生父母相认了。刚进入病房时，
闫娜的亲生父母站在人群里，含着泪花目
不转睛地望着这个可能是自己失散多年的
女儿。当被允许到闫娜病床边看她的时

候，闫娜亲生母亲泣不成声地抱住闫娜。
她告诉记者，刚见到闫娜时就有一种

亲切感，“我几乎确定她就是我的亲生女儿，
我觉得亏欠她太多了，不仅是我和她‘爸
爸’，还要让她的‘两个姐姐’和一个‘弟弟’
一起做配型，一定把闫娜治好。”

谈及父女分离的这一段往事，闫娜亲
生父亲也泣不成声。27年前，妻子临盆失
血过多导致休克，而此时他在外地打工，
等到回到村里时家里老人们说孩子不幸夭
折。现在看来，应该是在重男轻女思想影
响下，父亲为了要一个孙子将自己的孙女
遗弃了。但是20多年来，夫妻俩一直隐约
感觉这个孩子可能还活着。

“能找到亲生父母，感到很高兴，生
命又有了希望。”与亲生父母相认后，闫
娜说，有这么多人爱她、关心她，她一定
会配合治疗，坚强地活下去。16日下午，
闫娜与亲生父母进行了DNA检测，目前正
在等待检测结果，刘家人表示，如果亲子
鉴定后确定闫娜是他们的亲生女儿，他们
会不遗余力地配合骨髓移植，挽救女儿的
生命。

□记者 王德琬 通讯员 张美荣 郑建涛 报道
本报济宁讯 不用去大医院，走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

“健康小屋”，就能完成一般的常规检查。目前，济宁市兖州
区已建立了10个“健康小屋”，进一步为居民健康检测和健康
风险预防提供便利。

今年，兖州将规划建设10个社区卫生服务站列为为民办实
事之一，目前，10套居民“健康小屋”自助检测设备已购置到
位。在这里，居民持身份证刷一下身份证读卡器建档后即可享
受全套体检检查，一般情况半小时内可以完成查体，社区医生
就其检查的状况指导他们如何用药，或者指出应该注意的健康
问题，给居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实惠。

“健康小屋”环境温馨洁净、舒适卫生，不仅为前来就诊
的居民提供了查体、休息场所，还成为他们健康教育交流的场
所，也利于医患互动，方便群众寻医指导，深受群众欢迎。此
外，“健康小屋”也便于建立城区居民健康档案，城区三个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不断提升服务质量，逐户登门服务，重新建立
了居民健康档案。目前，已免费为3000余人次社区居民进行了
健康体检和咨询服务，累计新建城区居民健康档案11万份。

□记者 隋翔宇 通讯员 宋磊 报道
本报龙口讯 记者近日从龙口市获悉，自2016年3月开

始，该市将每月20日确定为全市各党组织和党员“主题党
日”，以党支部为基本单位进行，并作为严格的制度固定下
来。据了解，3月份的首个“主题党日”以“学党章、强党
性、当先锋”为主题，主要传达“主题党日”意见精神，共有
4万多名党员参与了此次活动。

“设定这样的活动日，主要是为了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
层延伸，同时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通过长效学习使其在经济
转型升级中发挥战斗堡垒作用。”龙口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
说，“主题党日”已成为龙口市党员“冬训”工作的延伸与扩
展，它将党员学习贯穿全年，使其制度化、常态化、长效化。

该市依托“龙口先锋—党员教育管理云平台”APP软件，
组织各党支部逐一“实时实地”上传活动现场的图片资料；并
通过远程教育站点设备随机进行视频互动，直接查看现场组织
情况。同时，还抽调了30名同志成立15个督导组，对存在问题
的党支部全市直接点名通报，确保活动不走过场，落到实处。

实施沃土工程，抓好产地环境改良，推动标准化生产，提升农业品质

寿光蔬菜：瞄准零农残抑制率

蔬菜产业的“供给侧”改革，就是要
提升品质，种出安全、放心的好蔬菜。寿
光大力实施“农业再出发”战略，突出
“高科技、高质量、高效益、品牌化”的
产业定位，加快构建种子种苗产业体系、

产地环境改良体系、质量安全监管体系、
标准化生产体系、蔬菜市场追溯体系、农
业面源污染治理体系“六大体系”，全力
提升寿光农业品质，确保寿光农业始终引
领全国发展。

■书记点评

种出安全放心的好蔬菜
寿光市委书记 朱兰玺

宁阳汶上两地上演“爱心接力”

白血病女孩寻双亲盼一线生机

聚焦农业现代化

□记者 于向阳 通讯员 许俊华 姜朝彬 报道
本报莱芜讯 3月12日，莱芜市莱城区与山东大学机械工

程学院开展技术对接活动。8名专家教授组成的专家团队分别
与汇金公司、通力装备、奔速电梯等10家机械加工、装备制造
类的企业进行一对一精准对接，开展技术服务。

针对企业提出的技术难题和需求，专家到企业、进车间与
一线技术人员深入探讨交流，帮助企业解难题。现场解决20多
项生产中的工艺技术难题，并根据企业提出的技术研发要求，
达成了12项技术合作意向。有6家企业与专家达成了长期技术
合作意向。

为巩固好对接成果，莱城区政府与山东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达成了长期合作意向，继续深化产学研科技合作。开通专家合
作直通车，每年定期召开对接会，使院校和企业间的合作交流具
体化、常态化。建立莱芜技术转移分中心，使区域内企业与院校
在科技成果、技术服务等方面实现资源共享。逐步建设产学研基
地、院士工作站、工程技术研发中心等高位创新平台，并加强与
企业科技项目的联报联建、科技人才合作引进等工作。

□陈小丁 张勐 报道
3月29日，冠县第十一届梨园文化观光周暨第三届农民文

化艺术节正式启动，吸引了省内外游客前来赏花、观看农民文
化艺术表演。据悉，今年梨园的最佳赏花期为4月1日至15日。

上图为游客在“中华第一梨园”内游玩自拍。

兖州首批“健康小屋”进社区

莱城精准对接山大技术服务

龙口主题党日覆盖基层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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