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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往年的菜博会上，寿光王高虎头食品有限公司
总经理张伟会在摊位前给游客发放单页，请游客品
尝虎头鸡。今年，张伟将在摊位上张贴二维码，并
播放寿光特产的视频。“以前没有意识到电商的力
量，忽略了网上销售，没想到传统食品在网上一样
卖得很好。”张伟说。

2015年，王高虎头鸡共销售600万元，其中电
商平台销售额500万元。“好的电商平台给我们增
加了很多客户，让我看到了巨大的市场潜力。”张
伟告诉记者。

张伟先后成为我的未来网、雅购供销、善融商
务等电子商务平台的供货商，还与农村淘宝合作，
成立淘宝店铺“寿光好稿”。

网上销路畅通，关键是质量过硬。王高虎头鸡
采用寿光独有的散养寿光大鸡。2008年，该工艺被
列入潍坊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炖好的
王高虎头鸡骨酥肉嫩，汤鲜味美，可口而不油腻，
为寿光地区招待贵宾、喜庆宴席必备的美味。”张
伟说。

“宴席上菜顺序：一鸡，二鱼，三凉菜，四喜
丸子跟上来。这里的鸡，就是虎头鸡。”寿光市田
柳镇王高二村村民李洪彦说。“一鸡”寓意“一
吉”，为首道菜。每家每户在过年开席时，都要先
上虎头鸡。这一传统美食经历朝历代传承，一直延
续至今。在王高公司的推动下，寿光有了虎头鸡产
品的企业标准，即《虎头鸡》Q/SWG001-2006。

“特别是真空包装技术的应用，使虎头鸡耐储
存、易运输，让人们随时随地可以像吃方便面一样
吃到正宗的王高虎头鸡。”张伟说，这也为网上销
售打下了坚实基础。

张伟还担任着寿光特产协会的秘书长。去年，
在特产协会的牵头下，会员单位在网上的销售达到
7000万元，其中非遗品牌产品销售达5000万元，并
带动就业人员近千人。

“寿光特产，需要抱团发展。每个特产有独
到的优势，但还不足以走向全国。我们把特产资
源整合在一起，就有了走向全国的力量。”张伟
说。

目前，张伟正在运营微商城平台“特色中
华”，主要宣传和销售寿光特产、全国各地的老字
号产品、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列入国家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产品等。

“这些都是老祖宗留下的东西，质量过硬。虽
然这些企业普遍不大，但都是几代人传承下来的东
西，有久远的历史和故事。”张伟说，让这些特色
食品在传统的基础上适度升级，做出更符合百姓口
味的东西来。

借助菜博会，张伟期待更多的人知道“特色中
华”微商城，将更多寿光好“稿”、全国好“稿”
呈现给消费者。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今年，寿光市鹏旭种苗有限公司为菜博会提供
了2 . 4万盆天鹰观赏椒。每株观赏椒上结着黄白
色、亮红色的朝天尖椒。公司总经理杨文启说：
“去年10月份我们就开始准备，从培育种苗到移栽
分盆，每一步都不敢马虎。”

2012年，第一次为菜博会供应观赏椒时，杨文
启格外小心。但是头一次种观赏椒，还是遇到些问
题。杨文启告诉记者，当时观赏椒上长了一些螨
虫，杨文启怀疑是基质出了问题，但重新种植已经
来不及。他们请来蔬菜种植专家才解决了虫害，保
证准时供应菜博会。

据了解，菜博会对展品的供应要求相当严格，
稍有果形不好、植株不一的情况，都不能过关。

据菜博会组委会办公室主任王启龙介绍，每
年，菜博会组委会办公室根据寿光各镇街区的地域
情况、种植设施、种植水平等，有计划地安排菜博
会展品。各单位一般从3月份开始，把培育的展品
陆续送到菜博会各展厅。“今年由于天气原因，在
培育展品上难度比往年大，特别是一些果实展品，
成熟期延后。不过，虽然遇到了一定的困难，但各
镇街区在展品培育质量上并没有打折扣。”王启龙
说，目前各镇街区的盆栽展品基本选送完毕，花
卉、果实盆栽也在陆续送达中。菜博会开幕前，所
有展品将全部送达各展馆。

杨文启认为，鹏旭种苗能成为菜博会信得过单
位，主要在于公司一丝不苟的做事精神。

2009年，杨文启从运输行业转向种苗公司时，
没几个人看好他。“一个门外汉，他能做好？也就
是好奇心大，玩玩罢了。”有村民这样说。

认准了种苗行业，杨文启决心做好。温室建成
高标准的温室，种子全部用大公司的种子，技术人
员请来优秀的种苗农技师。一年下来，种苗卖得
好，菜农丰收了。第二茬时，菜农排队买鹏旭种
苗。

做好了当地市场，杨文启把种苗带到菜博会。
会上，杨文启结识了山西临汾的客户，对方请他建
温室，做技术指导。2011年，鹏旭种苗在临汾建了
170多个温室。次年，又建了230个拱棚；2013年，
又建设了4个温室大棚。种苗的供应、技术服务也
随之跟上。近日，江苏一家大型种苗公司找到杨文
启，希望进行技术合作。

经过几年的发展，鹏旭种苗已积淀了技术优
势。现在，鹏旭种苗的客户遍及全国众多省份，如
甘肃、青海、云南、海南等。“为了及时供应，我
们通过飞机把种苗发到云南。”杨文启告诉记者。

“没有菜博会，我们的种苗不会这么快卖到全
国。”杨文启说。

□ 本报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一株茄棵上长着紫色、白色的茄子，还
挂着粉色、红色的西红柿。另一株茄棵上，
则是上边结了人参果，下面长着观赏茄。
“这是通过改进人参果、西红柿嫁接和整枝
方式，实现砧木、接穗同时结果，提高观赏
效果，尽显蔬菜品种多样化与水肥一体化相
结合的重大成果。”寿光市蔬菜高科技示范
园管理处副主任赵立华说。

菜博会的点睛之笔在于“科技”。重达
250多公斤的“巨人南瓜”，3米多长的“特
长丝瓜”，结在枝蔓上的“空中红薯”，单
株结果3000公斤的西红柿树，以及岩棉栽
培、浅液流栽培、植物工厂、水肥一体化技
术等多种国内外最前沿的农业技术，无不让
人叹为观止。

走进3号展馆，记者看到天安门、长城等
景观造型。这些景观，采用管道组合栽培，
通过水培的方式展示出来。寿光市蔬菜高科
技示范园管理处副主任孟祥一说，为更好地
管理水培管道蔬菜，展馆配备有“水肥一体

化”系统。
“整个系统形成一套密闭的循环网络，

就像人体的血液，周而复始地循环着，供水
培管道蔬菜吸收利用。”孟祥一说，井水首
先进入净水系统，经多级净化之后，通过自
动施肥机根据作物需肥比例把各种水溶肥料
混合至均匀状态后注入贮存池，之后随各支
管道流入定植蔬菜的水培管道，再输送到各
蔬菜区域进行使用，多余的回收之后再利
用。

3号展馆内，通过树式水培技术培育的
红薯树和空中红薯廊架实现了红薯的连续采
收和周年生产，红薯种植也由传统的土壤耕
作向水培栽培发展。

一进7号展馆，头顶和眼前便是吊挂的
管道。管道的小孔里是刚刚定植的生菜，耳
边是营养液循环流动的轻微“哗哗”声。这
是垂吊式气雾栽培模式展示。展馆中心通道
两侧，则采用苗床式与复合式栽培模式种植
着多个品种的辣椒、茄子、西红柿、人参
果。7号展馆集中展示了各种各样的栽培模
式，有复合式无土栽培、苗床式栽培、螺旋

式立柱栽培、浅液流栽培、墙体组合栽培、
滚动式管道栽培、椰糠栽培等。

4月6日，潍坊科技学院花卉研究所所长
吕金浮正在9号展馆观察圆茄长势。9号馆作
为最具推广价值的蔬菜品种种植展示馆，重
点展示潍坊科技学院自主培育的“潍科”系
列新品种和其他国内外蔬菜新品种。

“我们每年都选出最好的品种，在这里
展示。同台展出的还有其他种子公司的新品
种。大家都想着把最好的展示出来，吸引客
户，竞争非常激烈。”吕金浮说。

潍坊科技学院派出植物病害研究所领头
人李金堂、蔬菜工程技术研究所负责人苗锦
山和吕金浮等博士团队来管理9号展馆。
“每个人负责不同的方面，发挥各自特长，
为种子研发提供强大的支撑。根据品种特性
制定最佳管理方案，呈现最佳展示效果。”
吕金浮说。

在9号展馆中心区，采用荷兰模式岩棉栽
培。实施更换岩棉块，应用先进技术集成与管
理手段，实现西红柿植株健壮生长。该展馆还
有电动升降操作车等先进设备。赵立华说，整

个展馆实现了智能化、信息化、自动化生产
管理操作。

在10号展馆里，记者看到西红柿树、辣
椒树、黄瓜树、西瓜树等“独木成林”的景
色。据介绍，利用营养液栽培技术及合理的
生理调控手段栽培的西红柿树，单株树冠覆
盖面积达150多平方米，单株累计结果1 . 5万
个，重达3000多公斤，创下吉尼斯世界记
录。

赵立华说，通过特殊的栽培技术，采
用多杆整枝的方法及合理的环境调控和营
养调控手段，充分发掘植物的生长潜能，
将一棵一年生普通的蔬菜菜苗培养成覆盖
面积数十平方米以上的“蔬菜树”，增加
了观赏性，提高了产量，展示了单株高产的
惊人潜力。

10号展馆还有植物工厂、沼气能源展示
区、巨型栽培区、气雾栽培区、草莓采摘机
器人展示区等多项前沿技术。

“10号展馆，集中展示现代农业科技领
域最先进的栽培模式和前沿技术。”赵立华
说。

□ 本 报 记 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刘瑞全

在寿光市蔬菜高科技示范园大棚优质高
效生产示范区1号棚内，记者看到，一排排A
字架上，生长着一株株草莓。茁壮的植株上长
着绿油油的叶子，下面已结出红红的果实。据
了解，该大棚长90米宽13米，采用A字架构立
体无土栽培种植模式，种着1万株从欧美、日
本引进的杜特丽、薄雾等草莓品种。

“我们采用了许多新技术，虽然是第一年
种草莓，长势还不错。”大棚主人马景兰说。

据介绍，该大棚采用椰糠基质栽培技术，
使用叶肥和根肥，既能充分保证草莓生长所
需营养，又能达到节水节肥的效果，还可以节
约劳动力，降低生产成本。

江苏绿港现代农业发展公司生物技术部
经理贺清国认为，无土栽培不受土壤和水体
的污染限制，大幅度减轻了土传病、细菌、根
线虫、微量元素等对植物的危害，解决了水体
流失、过度使用化肥农药等对环境的污染，可
以生产出绿色健康蔬菜。

“满足蔬菜无土栽培，六样东西少不了：
栽培槽、灌溉系统、导流系统、种植架、施肥
机、椰糠条。”贺清国说，使用椰糠条作为基
质，主要作用是为作物根系提供固定、保水、
保肥作用。同时，椰糠条的透气性强，不会沤
根。而施肥机及灌溉、导流系统是帮助作物完
成浇水、施肥，为作物提供天然营养液。

据了解，近年来无土栽培技术一直在寿
光菜博会上展示推广。如今，该技术已在各地
逐渐发展起来，改变着传统种植方式。

“在土壤内种植，一是面临土传病害，和

土壤内的化肥和农药残留，造成的地力衰退、
作物品质下降。二是蔬菜种植成本高，如大多
数作物一亩地要使用六七千元的基肥，像一
年三茬的黄瓜等作物，仅基肥就要花费8000
多元。同时，土壤种植时灌溉的水分、养分大
量流失，造成浪费。”贺清国说。

结合菜农遇到的各种问题，绿港公司不
断完善无土栽培技术。“一般的土壤种植作
物，所使用的肥料基本通用。而无土栽培要求
更高，不同作物要使用不同肥料，而且作物在
苗期、花期、结果期所使用的肥料比例也都有
所区别。因此，用多少肥料、用几次，之前一直
没数。”贺清国说，国外无土栽培技术虽然已
经非常成熟，但其相关设备成本较高，不适合
在国内大力推广。为此，绿港公司经过3年试
验，摸准了肥料的使用量、频率等，同时结合
国内现状，降低成本，将国外先进的无土栽培
技术本土化。

去年，绿港公司在江苏一家种苗厂的示
范棚用番茄、黄瓜、茄子等作物进行了试验，
无土栽培种植的作物要比土壤种植增产30%
左右。

贺清国说，与土壤栽培相比，无土栽培能
避免土传病虫害等连作障碍，还具有减少农
药用量、提高作物产量和品质等积极意义。

与绿港公司的无土栽培技术略有不同，
寿光双王城生态经济园区南木桥村的农民，
在盐碱地上趟出了无土栽培种植西红柿的路
子，如今已经形成了600多亩的种植园区。

据南木桥村党支部书记李本兵介绍，从
2000年开始，当地政府就帮助村里试验无土栽
培，经过1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较成熟的技
术。为固定植株，增加空气含量，南木桥的种

植户用沙石、炉渣、锯木屑等作为固定基质。
南木桥西红柿大棚种植户李怀敏说：

“把沙子和炉渣，按照一定比例调和在一
起，铺在地里的薄膜上，用于固定西红柿根
系。每排西红柿根上都通着一根管子，装着
植物生长所需的营养液。”

李本兵认为，采用滴灌营养液的方

式，到了冬季棚内湿度较小，病虫害也少，
基本上不使用农药除虫，长出的西红柿香味
更浓。2010年，该村的双桥合作社成功申报
农业部无公害产地认定和产品认证。2013
年，南木桥西红柿注册“双桥兴”商标。该
村也被认定为寿光蔬菜产业集团无公害蔬菜
生产基地。

□ 本报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4月7日9点，寿光市蔬菜高科技示范园3
号、4号厅，中控室的屏幕上显示着：温度25 . 6
摄氏度，湿度71 . 2%，光照强度36 . 9勒克斯，
还有二氧化碳浓度等实时指标。这是物联网
操控系统及技术运用展示平台显示的数据。

据了解，温室环境智能操控系统可通过
传感器对室内温度、湿度、土壤温湿度、二
氧化碳浓度进行监测。若出现异常，“温室
娃娃”会自动报警。同时，该操控系统装有
机电设备系统，所有的风机、遮阳网、天窗
的开关，管理者都可以用手机或者互联网进
行操作。

寿光市蔬菜高科技示范园管理处副主任
孟祥一说，园区的3、4、9、10号展馆，均配
备了物联网操控系统。该系统不仅可以使作
物获得最适宜的生长条件，还可以实现蔬菜
种植的高效管理，降低人工成本。

物联网操控系统还有安全生产监控功
能，展馆内所发生的一切都有存档，植物的长
势情况也能看得到。该系统还可以通过互联
网进行传输，登录网址，就能切换到监控系统
的画面。该设备还装有背景音乐系统，能够播
放音乐、收听电台。“人们在观看游玩的同时
心情会变得舒畅、轻松。当然，对植物来说，也
是一种享受。”孟祥一说。

潍坊科技学院花卉研究所所长吕金浮认
为，物联网技术的应用，不仅保证了蔬菜最优
的生长环境，最大程度地表现了种植品种的
优良特性，还极大地节省了人力，代表了蔬菜
大棚未来发展的方向。

该园区的现代化冬暖式大棚、拱棚蔬菜

优质高效生产示范区，也采用一系列实用的
物联网技术。6号棚内，北京紫蜂互联科技有限
公司销售经理葛树真向记者展示了手机智能
放风机。葛树真的手机上安装着神农棚博士软
件，可以设置棚内温度。比如上限是26摄氏度，
下限为20摄氏度，超过这个限度，放风机可以关

闭或开启。
2号棚是中农立华山东分公司的展示棚，

棚内种着小黄瓜、西瓜、圆椒等。该公司总
经理助理王鹏宇拿出手机，点开种菜通软
件，上面显示着蔬菜的分类，以及各个种类
的种植、管理、施肥等内容。王鹏宇说，管

理西瓜时，打苗、施肥、用农资农药等每一
次操作都要详细地在软件上输入相关操作，
否则无法进行下一项工作。

据了解，该棚采用农产品安全追溯体系
对蔬菜进行标准化管理。蔬菜种植过程中的
施肥、用药等农化投入品的使用信息上传至
“中农寿光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控追溯平台”
后，形成标准化蔬菜种植日志，并生成特有
的蔬菜“身份证”二维码。消费者可通过扫
描二维码获取蔬菜的生产过程、检测、物
流、销售等信息。

“有助于解决农产品供应链中最关键的
农化投入品安全使用问题。”王鹏宇说。

据介绍，为从源头上保证蔬菜质量安
全，寿光市在蔬菜大棚中试用二维码追溯系
统。通过使用统一的追溯手段和技术平台，
指导农民专业合作社建立农产品编码制度，
全过程监管农产品的生产加工。目前，该市
已在文家街道桑家村、洛城街道东斟灌村、
春晓农业合作社的300多个大棚中使用了二
维码追溯系统。

在桑家村，大棚茄子种植户桑雪梅每天
管理茄子时，都用手机扫扫二维码。“茄子
熟了就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二维码身份。一
旦出了质量问题，消费者会找上门来，我当
然不敢马虎。”桑雪梅。

纪台镇的令欣果蔬专业合作社也开始采
用二维码技术。“合作社的生产基地有自己
的追溯体系，从种苗定植、生产资料采购使
用、田间管理、日常监督、产品采收、农残
检测、精选加工等全部节点均可查询。”合
作社负责人孟令欣认为，只有让消费者吃着
放心，才能打出自己的品牌。

用物联网技术管理蔬菜

安全不安全，证明给你看

节水节肥少病害 省心省事降成本

无土栽培：种出绿色健康蔬菜

诸多蔬菜前沿技术即将亮相菜博会———

茄棵上结出西红柿人参果

寿光特产网上求发展，

去年，王高虎头鸡———

网上销售

是线下销售的5倍

鹏旭种苗———

依靠菜博会

生意做全国

□石如宽 报道
草莓大棚内采用椰糠基质、水肥一体化等技术，马景兰管理起来，省心多了。

编者按：第十七届中国
（寿光）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
（简称菜博会），将于2016年
4月20日至5月30日在寿光举
行，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
绪。菜博会开幕前，本报记者
深入各展馆探访，采写了这组
报道，为读者提前带来最新的
信息。

□石如宽 报道
中农立华山东分公司的管理人员，正在观察西瓜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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