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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创意与蔬菜的融合为展会创新提供了最佳
舞台。第十七届菜博会共创制蔬菜文化艺术景点
200多个。蔬菜文化景点集中的八号馆内，气势恢
宏的“绿染海国”再现郑和下西洋开辟“海上丝绸
之路”的灿烂历史场景。

“绿色世界”“绿韵书香”亦或是“绿播文
明”“绿染海国”，一个个用蔬果构成的景点，在
第十七届菜博会上，勾画出一幅幅农业文化的动人
景象。

8号展馆为蔬菜文化艺术景观集中展示馆，展
览面积10000平方米。中心景点为“绿播五洲”，
该景点凸显“绿色·科技·未来”的展会主题，选取
世界五洲40多个著名自然、人文景观，以蔬菜为特
色，精彩创意，精心创制。景点气势恢弘，雄伟
壮观，移步易景，绚丽多彩，环景赏观仿佛在进
行一场穿越时空的“世界之旅”，意境非凡。通
过布达拉宫、寿星巨雕、维多利亚瀑布、佩特拉
古城、狮身人面像、仰光大金塔、吴哥寺等33处
组合景观，将世界著名景观浓缩于厅堂之内，尽显
人文内涵，描绘出一幅横跨欧亚大陆人文名胜的巨
幅画卷。

西区的“绿韵书香”景点，以“四大名著”为
造型元素，该景点以菜果为符号，将《三国演
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四大古
典文学名著生动地展现出来，故事情节精练，人
物形象栩栩如生，传统文化的血脉为千姿百态的
蔬菜注入了灵魂，鲜活的蔬菜为经典文化增添了
绿色生机。

东区的“绿传文明”景点，以四大发明为造型
元素，以菜果为载体，将“四大发明”形象地展现
出来，观赏性、知识性、趣味性融为一体。

北区为“绿染海国”景点，611年前，明朝郑
和率船队七下西洋，与沿途3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
了良好的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关系，为世界开启
了大航海的征帆。菜乡人以青蔬制景跨越时空，
穿越历史，再现郑和下西洋的壮丽历史场景。整
个展馆，搭配精美蔬菜廊架，一枚枚奇瓜异果长
在半空中，一寸寸土地被五颜六色的叶类蔬菜覆
盖，将传统文化、现代文化以及寿光独特的地域文
化与蔬菜融合起来，诠释着一座城市独有的文化魅
力。

作为蔬菜廊架园艺展示的5号馆，一个个名优
稀特的蔬菜新品种，融入雕塑艺术、书法艺术，与
园林造景艺术为一体，民俗气息浓郁，突出乡韵乡
情。行走在菜博会各个展馆之间，新鲜蔬果幻化成
一处处蔬菜景观，移步亦景、妙趣横生。在这里，
蔬菜是文化，种菜是艺术。第十七届菜博会把提升
蔬菜文化品位、挖掘蔬菜文化内涵摆在重要位置，
亮点纷呈，为广大市民和游客奉献了一道道“文化
大餐”。

（石如宽 整理）

□ 本 报 记 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李可一

以往，山东来宝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
理武士强参加菜博会，总是犯愁如何让客户
去实地参观种苗的长势、结果情况。今年，
在菜博会现场，来宝农业有了展示大棚。

“大棚能种到菜博会现场，这是我们不
曾想到的，方便了客户，也利于增加对我们
的信任度。”武士强说，以前只能在附近的
村里租种大棚向客户展示。

据了解，第十七届菜博会新建面积1万
平方米的大棚优质高效生产示范区，包括6
个现代化冬暖式大棚、1个蔬菜拱棚。其
中，6号棚为来宝农业的展示棚。该棚推广
番茄品种“欧罗娜”、“贝莱多”、“莱
曼”，椒类品种“高盛”、“克劳斯”等多
个高端品种。

“本届菜博会适应社会各界的不同需
求，新建大棚优质高效生产示范区，作为新
品种新技术新成果的‘试验田’，成为农民
学科技用科技的大讲堂。”菜博会组委会办
公室常务副主任隋申利说。

位于6号棚北邻的7号棚，种植着国内外
蔬菜优良新品种。该拱棚高7米，南北跨度
25米，东西长90米，总面积2250平方米，为
现代化无立柱全钢特大拱棚。该棚管理人员
王秀华认为，无立柱，空间利用率和采光率
高，有利于机械化操作。

记者看到，棚内种着番茄、椒类、黄
瓜、茄子等蔬菜。“通过实地种植对比展
示，直观地观赏蔬菜新品种的长势、果型、
色泽和品质等，为菜农和种子客商有效选择
蔬菜品种提供参考。”王秀华说。

据介绍，7号棚还采用物联网技术，智
能管理大棚。控制系统可监测土壤温、湿
度，自动控制水肥一体化设备，直接均匀、
定时、定量地浸润于作物根系发育生长区
域。“这些先进的技术，可以让大棚种植者
真正感受到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从而推动
现代农业快速发展。”隋申利告诉记者。

新建大棚优质高效生产示范区，仅仅是
菜博会适应经贸发展新常态的一个侧面。第
十七届菜博会坚持专业化、国际化、品牌
化、信息化方向，培育壮大市场体系。据了
解，展会筹备期间，菜博会组委会组织专业
人员了解市场动向，把握客户需求，制定客
商专业数据库，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项目
推介、客商洽谈活动。

隋申利说，在办展方式上，菜博会从过
去单一的展示交流，到突出转化成果、交易
洽谈；从找展商布展，到按专业化、现代化
展会艺术布展，健全展览产业链，形成行业

配套、产业驱动、定位高效的服务体系。
据了解，菜博会坚持“政府主办、专业

组织、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运作思路，
大力推进展会市场化进程，对广告权、经营
权、冠名权等实行商业运作，逐步加大政府
向社会购买服务的力度。

如今，菜博会上商业气氛越来越浓，服
务质量越来越高。菜博会上有专门的采摘
园，在小黄瓜、樱桃西红柿种植的基础上新
开辟草莓种植区。游客可以在此体验劳动的
乐趣，品味田园情调，共享收获喜悦。

4月8日，记者看到，工人正在建设小亭

子和公共座椅。“园区很大，游客累了，可
以小憩。”隋申利说，今年菜博会将为参展
客商和游客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据了解，会场外道路四通八达，菜博会
东侧停车场占地面积3 . 6万平方米。10多个
售票亭遍布展区四周，门票随到随买。展厅
入口处设立老弱残便捷通道，60岁以上老人
及特殊人群可免费参观，并为旅行社、旅游
团体设立服务区。同时，在客商服务、安全
保卫、观光导览、志愿者服务、停车管理、
卫生保洁等方面营造有序的参观环境。与此
同时，园区正在铺设免费WIFI，届时游客

上网更加方便。
据介绍，第十七届菜博会惠民措施更

实，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更快。本届菜博
会在服务“三农”、助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
上推出更多惠民措施。菜博会期间，除了展
览展示农业高新科技外，还面向农民群众免
费发放部分参观门票，免费举办农业科技大
讲堂、农业实用技术讲座等，向广大菜农零
距离传授各种实用信息、种植技术。

“发挥好菜博会在农民与市场间的桥梁
纽带作用，真正让农业科技尽快应用到农业
生产中去。”隋申利说。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我的母亲辛苦一生，无论子女怎么邀
请她出去旅游，她总是不为所动。只有寿光
蔬菜博览会，自从我买了车，她年年都要
去。每每看到她新奇的眼光和开心的笑容，我
的心里终于有了些许的踏实和安慰。”在微信
上看到今年菜博会的创艺景观后，网友涓小
花留言。

网友快乐凯撒说：“年年菜博会，岁岁聚
寿光。菜博会就是寿光的一个重大节日，每年

‘五一’邀请很多同学和朋友来看会，晚上再
光着膀子一起撸串，喝扎啤，真是值得回味。”

“菜博会上，人们将看到蔬菜文化，领悟
到种菜艺术。”菜博会组委会办公室主任王启
龙说，今年菜博会期间，将展出2000多种奇蔬
异果，150岁高龄的巨型佛肚树，长达3米的蛇
瓜，重达250公斤的“巨人南瓜”等。

据了解，4号展馆集中展示南方常绿果树

和北方适合反季节栽培的落叶果树及各种果
树盆景。技术人员应用反季节栽培、果树生理
调控等栽培技术，使各种果树在同一时期内
开花结果，让游客在春天里体验“一眼览尽天
下秋”的神奇。

在这里，蜜柚、伦晚脐橙、柠檬、蜜桔、香
蕉、芒果、荔枝、龙眼、杨桃、番木瓜、人心果、
蛋黄果、代代果、莲雾、萍婆、树葡萄、神秘果
等南方果树应有尽有，大樱桃、石榴、桑葚、

“一边倒”桃树等北方果树也位列其中。
菜博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孟祥一介

绍，本届菜博会，4号展馆新引进杨梅、山竹、
黄晶果、余甘子等南方稀特水果。佛肚树株形
奇特，茎基部膨大呈卵圆状棒形，一年四季开
花不断。各通道搭建廊架，采取地面种植的方
式，以突珠、麦克风、丑小鸭、香梨、钟铃、金
农、榄核、黑萍等多种观赏南瓜为主，整个展
厅看上去郁郁葱葱，硕果累累。展厅中心位置
建有大型假山景点和廊亭结合的休闲区，假

山上点缀多种矮化果树及观赏蔬菜、花卉等。
假山前后，分别把“千手观音”和“寿光三圣”
融入其中。

3号展馆为景点式管道栽培模式展示馆，
重点展示由种植绿色蔬菜的PVC管道组合
而成的造型新颖、形态各异的蔬菜景观。在这
里，长势良好、颜色鲜艳的蔬菜装扮成“国泰
民安”、“盛世中华”、“绿色长城”、“中央电视
塔”、“太湖明珠”、“荷兰风车”、“迪拜帆船酒
店”等世界景观，创造出独具特色的蔬菜园
艺，体现了蔬菜与艺术的完美集合。通道上方
廊架采用不同蔬菜的间隔搭配种植，使之更
具层次感和观赏性。

5号展馆为蔬菜廊架园艺馆，全部为廊架
作物种植展示。南区南瓜园种植五福南瓜、寿
桃南瓜、仿古南瓜等近20个南瓜品种。西瓜园
种植彦妙、妙美、玉童等10多个西瓜品种。北
区实地种植太极、手捻等16个葫芦品种，粉贝
贝、黄星等6个番茄品种，黑皮冬瓜、宝玉冬瓜

等9个冬瓜品种。中间区域为各式各样的廊架
栽培区，种植区分为甜瓜区、丝瓜区、瓠子区、
豆类区、观赏南瓜区、黄瓜区、苦瓜区等。各类
蔬菜品种繁多，大小、颜色、形状各异，充分
展示了廊架蔬菜的艺术之美。整个展馆廊架
穿插其中，种植蔬菜品种以大果、长果为主，
如牛腿葫芦、特长丝瓜、砍瓜、大吊瓜等，果
实采取艺术雕刻、模具造型处理。展厅中心为
假山及沙漠植物区，在花草、药菜的装点下，
瀑布从山上飞流而下，鱼儿在水中悠游自在，
栩栩如生的仙鹤、小猴、鸳鸯、梅花鹿形态各
异。层峦叠嶂之中，大红的“福”、“禄”、“寿”、“喜”
镌刻于山壁。假山周围，是一片由龙舌兰、金边
龙舌、刺梅、霸王鞭、量天尺、光棍树、龙骨、金
虎、棒槌树等多种沙漠植物组合而成的“沙漠
绿洲”景观。

王启龙说，对于整日忙碌、习惯了城市生
活的市民而言，菜博会无疑是一处放松身心、
品味自然、体验现代农业风情的理想场所。

提供免费WIFI 设立游客休息亭 举办科技大讲堂

今年，这里处处见创新

子女邀请出去旅游，母亲总是不为所动———

唯有菜博会，年年都要去看看

文化创意与蔬菜紧密融合

200多道文化“大餐”

飨游客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没有菜博会，就没有我的今天。菜博会
改变了我的事业，也改变了我的命运。”寿光
成德大棚水果研究所所长刘成德说。

在2000年之前，刘成德研究的大棚桃“一
边倒”技术已经成型。那时，刘成德天天往外
跑，邀请人家到自己的基地里参观，可人们并
不领情。

第一届菜博会在2000年举办时，刘成德
会上卖出去了8个大棚的“一边倒”桃树。“虽
然收入只有几千元，但已经是非常大的突破。
我开始意识到这个平台的好处。”刘成德说。

此后，每参加一届菜博会，刘成德的事业
就上一个新的台阶。2004年菜博会上，刘成德

一下子订出去40万株桃树，收入过百万元。目
前，“一边倒“种植技术已辐射到全国20多个
省市区，仅试验示范基地面积就达1万多亩。

据了解，已连续举办十六届的菜博会，先
后共有来自50多个国家、地区和31个省、市、
自治区的2200多万人次参展参会，实现各类
贸易额1919亿元，在国内外蔬菜及相关产业
领域产生广泛影响。

今年，寿光市齐圣果菜专业合作社联合
社理事长杨玉茂，把自己的发明专利弱碱增
氧微分子发生器安装到蔬菜高科技示范园新
建的7号农业温室大棚内。这个类似“炮筒”的
装置能把普通的水变成弱碱水，还能增加水
中氧气含量，并把大分子团拆解成小分子团。

“我想示范推广，让人们亲眼看到使用的效

果。”杨玉茂说。
杨玉茂自2007年开始参加菜博会，接触

到用声控刺激植物细胞分裂的技术，看到生
物补光技术。2011年，杨玉茂看到，江苏一家
企业展示的臭氧发生器，对农作物具有杀菌
作用。“这些技术都对蔬菜起到增产作用，也
打开了我的视野，坚定了我做发明的决心。”
杨玉茂告诉记者。

距离菜博会开幕不到10天，寿光市洛城
街道屯西村的孔德强已经联系好食物供货
商。今年，孔德强以18万元的高价竞得菜博会
8号厅前25平方米的餐饮摊位。去年，同样的
位置，孔德强只用了13 . 2万元。

人多的地方容易赚钱，孔德强认准了这
个理。

山东鼎祥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肖锐，今
年第一次以参展商的身份即将参加菜博会。他
将展示深加工后的海盐。“寿光是中国海盐之
都，但精细加工的还不多。我们利用海盐的天
然优势，结合高校科研技术，开发出一系列天
然、保健、护理的海盐用品。”肖锐告诉记者。

肖锐曾销售过盐。“干过盐场的都不长脚
气，其实，小小的盐有大用途。”肖锐说，海盐
具有消毒、止痒、杀菌、消炎等作用。以精制海
盐为原料加工而成的果蔬洗涤盐，能有效清
除瓜果蔬菜的农药残留、污物。

第十七届寿光菜博会设有室内外展位
2000多个，10000多家国内外客商参会参展。

“借助展会，希望认识更多的合作伙伴，
把我们的产品推销出去。”肖锐说。

原本无人问津的技术，如今辐射20多个省市区。成德大棚水果研究所刘成德———

我的命运和事业因此改变

□记者 石如宽 报道
本报寿光讯 “本周（4月3日至10日）蔬菜价格定

基指数大幅下跌。”寿光蔬菜价格指数检测中心经理隋
玉美说，寿光农产品物流园蔬菜价格定基指数为
182 . 39点，较上周218 . 92点下跌36 . 53个百分点。

隋玉美认为，指数下跌主要与天气有关。随着气温
上升，春菜进入生长旺季，各类时鲜蔬菜源源不断入
市，尤其是白菜类和叶菜类蔬菜上市量充足，价格回落
明显。持续的晴好天气，使得寿光地产蔬菜量大，集中
上市，品种丰富齐全，菜价齐下跌。还有就是寿光物流
园的市场货源产地逐渐由外省转向省内及寿光本地，生
产、运输成本有所下降，助推菜价走低。

据预测，随着天气温暖，各地蔬菜供给增加，菜价
将逐渐回落到正常水平。

■中国·寿光蔬菜指数

蔬菜价格回落明显

较上周下跌36 . 53个百分点，

气温上升是主要原因

□石如宽 报道

在菜博会8号展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制作文化

景点。

据了解，8号展馆为蔬菜文化艺术景观集中展

示馆，展览面积10000平方米。



●

□石如宽 报道
山东来宝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武士强，在查看示范基地里西红柿的长势。

菜菜 博博 会会 专专 题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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