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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4月18日至21日，在寿光的4天，河北千和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默海霞，笔记本上记
满了多种蔬菜种植技术要点和管理心得，手机
上拍下了1000多张专家讲课的内容，搜集了几
十张种子、农资、设备公司的名片。“这一趟来得
太值了。”默海霞告诉记者。

千和农业目前主要从事现代农业园区的规
划设计、技术托管和温室大棚建造。经过几年发
展，默海霞现在存在许多技术和管理上的困惑。

在寿光举行的现代农业园区标准化建设高
端论坛上，江苏绿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文虎提出了水肥一体化和椰糠栽培技术。“椰
糠栽培省水省肥，湿度小，棚里病害少，这样打
药就少，杜绝了土传病害，对蔬菜安全，是一个
很大的促进。”李文虎说。

这对按照有机农业标准种植的默海霞是个
极大的启发。“我们现在还是在土里种植，以后
可以尝试无土栽培。”默海霞说。

寿光市农业局蔬菜办公室主任刘天英介绍
了设施蔬菜新技术、新品种的应用。如日光温室
栽培专用品种，具有更强的抗病害能力。高温闷
棚技术，结合使用石灰氮、威百亩、大扫灭等，防
治土传病害，能减轻连作障碍。还有，合理调控
作物的生长环境等。“有些方法我们也尝试过，
但效果没有那么好。老师们说出的一些细节，我
们回去好好研究、改良。”默海霞说。

论坛上，寿光红日种苗总经理郑春之分享
了预防苗期死棵的心得。中农绿康总经理梁华
荣介绍了微生物制剂可以预防疾病，增加作物
产量等。山东华龙农业创新办主任房德远推出
了更多省时省力的机械设备。默海霞说：“会上
信息太多了，我一下子消化不掉，脑子都不够用
了。”

参加完2天的会议后，默海霞参观了第17届
菜博会。用了一上午的时间，逛完了8个主要展
厅。“走马观花地看，对我有帮助的就拍下来，再
研究。”默海霞说。

20日下午，默海霞走进菜博会1号馆。她
咨询一边倒果树种植技术，索要了名片。看到海
阳农业机械公司展示的保温棉被，问了一下保
温效果、使用年限，以及是否适合雨雪天气使用
等。默海霞现在用无纺布材料保温，没有达到较
好的保温效果。留下自己的名片，对方承诺过几
天把棉被样品邮寄过去。

在农残快速检测仪摊位前，默海霞问了价
格和检测功能。默海霞打算，生产的蔬菜自己全
部检测合格后，再往外销售。

在菜博会种苗展示区，默海霞走进三木种
苗，寻找早春番茄品种。“之前我们种的番茄，开
花大小不一样，叶子大小也不一样，结的果实也
不匀称。你们有好的品种吗？”默海霞问。三木种
苗业务经理刘剑说：“根据不同的地区，我们推
荐不同的品种。找到合适的品种，就会有整齐划
一的果实。”刘剑推荐了适合西北地区种植的口
感好的粉番茄。刘剑将邮寄一些种子，让默海霞
试种。

20日晚上7点，默海霞接到寿光市燎原农业
现代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春香的电话。

在19日下午，李春香做了现代农业中的新
型地主报告，分享了燎原农业管理经验。“知识
是用来传播的，大家如有问题，可以随时联系
我。”李春香说。

当时限于会议安排，李春香只讲了一个小
时，默海霞没有听够。她在李春香的微信上留
言，期待见面。

“昨天听你的报告，感觉就像是专门给我讲
的一样，让我很受启发，很想同你见面。”默海霞
说。

20日晚7：30，默海霞赶到李春香办公室，把
自己遇到的问题全都向李春香讲出来。如技术
人员频繁流动，弟弟不执行自己的指令，好产品
却没有打开局面等。

“有些人盲目使用农药，导致食品不安全，
我要做原汁原味原生态的农业，但现在进退两
难。”默海霞向李春香说。

每一个问题，李春香都结合自己的经验，指
出解决的方法。“你遇到的问题，都是我前几年
遇到的，恰好有经验可以与你分享。”李春香说。

蔬菜种植中的许多技术，是各类种植指南
中没有的。前几年，李春香已经安排种植技术人
员制作每一个作物的种植流程，然后装订成册，
发放到基地。现在，燎原农业已经有几十种蔬菜
种植方案。根据这些方案，不会种菜的人也会种
菜了。

“你可以培养自己的技术员，我也会把一些
适合你的技术供你参考。”李春香说。

培养一段时间后，技术员就辞职了，默海霞
没少遇到这样的情况。李春香建议，对农民好点
好点再好点，公正善良地对待每一名职工。

聊完后，已经是晚上10点。“你给我的帮助
太大了。”默海霞说。

“和你交流，我也受到启发。你的熊蜂授粉
技术比我们做得好，以后互相学习。”李春香说。

□ 本 报 记 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刘瑞全

4月20日，菜博会1号馆种子集中展示区，
寿光三木种苗公司业务经理刘剑正向客户介
绍种子。“全是我们自主研发的辣椒、番茄品
种。长欢、欢乐辣椒是前年研发出的杂交辣椒，
耐高温，产量高。”刘剑说。

北京博收种业销售总监顾世娟在种子集中
展示区转了一圈，只发现瑞克斯旺一家国外种
子公司。“国外种子公司参展得少，国内种子公
司展示的大多是自主研发的品种。”顾世娟说。

博收种业展示的也是自主研发的品种。
“以前我们做国外公司的代理，对方要求我们
每年销售量递增15%，否则就失去合作的机
会。现在我们有自己的品种，自己说了算。”顾
世娟告诉记者。

山东省蔬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国家
进认为，寿光依托蔬菜生产优势，正在大力发
展种子产业，以期选育出更多适应保护地种植
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蔬菜新品种。

根据菜农需求“做”种子

菜博会举办了17届，博收种业参展17次。
“寿光种业受产业驱动，这里离市场最近，知道
什么样的蔬菜品种最畅销。”顾世娟说，今年博
收种业以9 . 5万元的价格竞得这个展示摊位。

中研惠农种子公司连续7年在菜博会竞得
同一位置的摊位。销售总监张磊说：“菜博会与
菜农面对面接触，更能了解消费者需求。”

得知菜农被根线虫、高温、死棵等问题困
扰，中研惠农研发出对温度不敏感的番茄品
种，以及不用嫁接抗死棵和抗根线虫的番茄。

“我们必须走在前面，培育自主品牌。”张磊说。
2004年，博收种业开始自主研发。如今，博

收种业每年约有8000万元经营额，每年拿出
500万元搞研发。

潍坊科技学院生物工程研发中心主任李
美芹说，在寿光搞育种接地气，知道一线需求。
从2013年开始，菜博会9号厅就成了潍坊科技
学院的“专场”。“目前，我们学院研发的番茄品
种在省内推广面积达到2 . 6万亩，新增产值
6000万元。”李美芹说。

“把优秀的种业科研成果和市场有效对接
起来，将自主研发的好品种推向全国各地，让
农民重新认识、认可国产种子。”国家进说。

让菜农省钱让企业赚钱

寿光市洛城街道羊田路西侧，中国农科院
蔬菜花卉研究所、国家蔬菜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德瑞特种业有限公司等6家蔬菜研发单位
正在建设研发中心。该中心将建设成为全国规
模最大、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蔬菜种业研发集
群和科研平台。

近年来，寿光出台种业发展扶持政策，设
立了蔬菜种质资源保护开发资金。政府每年拿
出2亿元支持种业发展，提升了种子企业的科
技创新和竞争能力。

三木种苗重视种子研发，与科研院校合
作，取得较大成果。目前，三木种苗选育出的部

分品种已取代进口种子，选育出的长剑辣椒是
山东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区域试验及生产试验
指定对照品种，占据国内同类品种销售市场的
40%至50%，成为设施栽培黄皮辣椒的主栽品
种。黑神茄子已占据寿光设施栽培市场的30%
至40%，取代同类进口品种。

以中宝番茄种子为例，国外同类产品卖到
一袋360元左右，而三木种苗生产的仅卖180元
左右。“给老百姓省了钱，公司也赚了钱，两全
其美。”寿光三木种苗公司总经理刘树森说。

通过政策扶持、引导企业延伸产业链等方
式，寿光种子企业发展势头正猛。目前，全市从
事蔬菜育苗的企业发展到300多家、种子经营
业户达400家。瑞士先正达、荷兰安莎等30多家
国外著名种子公司均在寿光设立了办事机构。

国产品种正在收复市场

寿光红日种苗是一家以番茄为主的种苗公
司，该公司粉红果番茄苗子80%用的是国产品
种。“国产的粉红果番茄无论是产量还是抗病
性，都优于国外的品种，以后这类品种将是中国
品种的天下。”红日种苗总经理郑春之认为。

寿光的菜农，90%以上不再直接种种子，而
是选择购买种苗进行种植，特别是茄果类。郑春
之说：“种苗娇贵，专业的育苗大棚更有优势。”

带领百姓发展冬暖式蔬菜大棚的王乐义
说，国外蔬菜种子因具有高产、高效、优质的特
性，一度抢占了市场先机。如今，随着国内蔬菜
育种水平的提升，国产品种在丰产、抗病、抗低
温及抗弱光等方面取得了突破。

“国产蔬菜品种更适应国内的土壤、气候
以及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张磊认为，以番茄为
例，国外红果番茄品种因为产量高、耐储藏，一
度把国产粉果番茄挤出了种子市场。现在情况
发生了变化，国产粉果番茄无论在营养性还是
口感上，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国外品种，正在
逐步收复失去的市场。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4月22日，第五届海峡两岸休闲观光农业
交流会在寿光举行，专家学者就土壤健康、前
沿技术、有机产品建言献策。

“海峡两岸的学者专家关注土壤健康，通
过融合生物技术、土壤智能修复技术、大数据
等方式，为农业生态和城市生态提供研究和综
合服务。”农业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国
际处处长王全辉说。

台湾二十一基金会执行长孙明贤认为，有
机农业虽然不允许使用现代常规农业中使用
的化学合成农药、肥料、生长调节剂和饲料添
加剂、转基因技术，但现代农业中的设施栽培，
微、滴灌技术、有害生物综合治理技术仍提倡
使用。

对付害虫，强雳集团生机立体农业事业部
CEO蔡海璋采用物理方式捕虫和生物方式预
防。强雳集团专门预留一块菜地给虫子享用，

并称之为诱导区。“虫子也一样具有灵性，知道
这里的菜没有喷药，是专门留给它们的，都呼
朋引伴来这里吃，从而减少了对其他蔬菜的伤
害。”蔡海璋说。

永龄杉林有机农业区业务经理陈韦纶对
付虫害的方法是使用烟叶水、辣椒水、大蒜水
来喷洒。陈韦纶说，使用这些天然的植物“药
水”，不仅环保，而且残留周期也短。

据介绍，台湾的有机农业，不允许使用任
何农药和化肥，强调与生态共生、共荣、共存。

2009年，台湾南部发生严重的水患，摧毁
了家园、农田。在有关方面的扶持下，当地居民
选择用有机农业的方式建成永龄杉林有机农
业区。几年下来，当地百姓把荒地建设成颇具
规模的年产蔬果近800吨的农场。

为搞好种植，陈韦纶用谷壳、茶粕等为基
质，并加入有益菌堆积有机肥。同时，陈韦纶也
选购经认证的有机肥，增加土地养分，改良土
壤，减少发生病虫害的几率。

在永龄杉林有机农业区，人们用生物和物
理方法综合防虫，如利用雌性昆虫的费洛蒙引
诱雄性昆虫，并加以黏捕。每天晚上，陈韦纶都
花上2个小时人工捉虫或除草。对于周期性短
的蔬菜产品，农场职工搭起大棚培育，防虫和
防酸雨等。

强雳集团的蔬菜种植在“空中田园”立体
栽植器中。根据光照的需求，栽植器能水平360
度转动，让蔬菜可以均匀地接受光照。栽植器
的底座是流水回收箱，自上而下浇水之后，未
被吸收的水会回流至此，下次再浇水则从回收
箱里舀水浇灌。蔡海璋说，滴水不浪费，用水量
不到传统农业的百分之一。

让人惊奇的是，蔡海璋给蔬菜放音乐。“我
们发现，放音乐菜长得特别好。”蔡海璋说。

蔡海璋与他的团队种菜坚守不用农药、化
肥、生长激素、杜绝转基因、抗生素、重金属六
个理念。

大陆的有机蔬菜绝大多数种植在土壤中，

而土壤经过多年的种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中
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协会土壤消毒分会会长
曹坳程认为，土传病害已成为设施农业和高附
加值作物生产中最突出的问题。曹坳程提出，
土壤病害的非化学防治技术至关重要。比如用
嫁接技术、轮作、深翻和有机质补充、无土栽
培、肥水管理等方式，减少土壤病害。

北京市植物保护站站长郑建秋说，土传病
害和地下害虫种类多、极难防治，违章用药造
成环境污染、蔬菜残留超标，甚至形成“毒菜”。

面对土壤病害，郑建秋认为，要实现有机
生产技术途径，必须从源头控制病虫害。

郑建秋率领团队研发了辣根素原药、制
剂，进行了100余项病虫防治试验。在数十个蔬
菜基地，数百亩棚室，在蔬菜定植前用一定比
例的辣根素，通过滴灌施肥系统施药进行土壤
消毒处理，结束后3至5天定植蔬菜。实验结果
显示，经过处理的棚室，基本没有土壤病害发
生，少数发生晚、轻病害。

国内种子公司纷纷展示自主研发的品种

菜博会上，国产种子成明星

海峡两岸休闲观光农业交流会创新创意多

留 块 菜 地 给 虫 子

河北菜农

取经记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6万公斤大姜、12 . 5万公斤土豆、5000公
斤山药、1万公斤芋头，以及1万公斤玉米，这些
果菜粮食在今年第17届菜博会上，被用来装饰
成8号馆的文化景观。

“‘绿染海国’、‘绿韵书香’、‘绿播文明’、
‘绿色世界’等景观， 所有的设计出发点都是
蔬菜。”菜博会组委会设计部部长张建卫说。

“金字塔”景点安放在8号馆的北面，一层
层的土豆展示出“金字塔”的沧桑久远。张建卫
说：“如何让金字塔呈现出最好的效果，是用土
豆，还是山药，或者其他蔬菜，大家没少争议，
最终才选定了土豆。”

在制作佩特拉古城景点时，施工方想用方
管制作，然后挂果处理。这样做，施工简单省时
省事。考虑到景观效果，设计部人员认为用塑
料泡沫雕刻，然后粮食粘贴效果更好。“争执半
个多月后，施工方按照我们的要求去做。景点
制作出来后，看起来精密细致。施工方有了成
就感，也不再抱怨了。”张建卫说，在景观效果
上，我们寸步不让。

现在游客看到的景观，早在一年前，菜博
会组委会工作人员就开始构思了。“第16届菜
博会开幕后，我们设计部人员就开始考虑第17
届菜博会的蔬菜文化景观了。”张建卫告诉记
者，先是召开务虚会，征集每位工作人员的意
见建议。经过10多天磨合后，确定大的方向。

当时，8号馆初步确定主题是绿色世界、绿
色梦想。随后，设计部人员在网上搜集素材，查
找到世界各国及国内的500多个景观。全部打
印出来后，菜博会闭幕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领
导审阅挑选。从中筛选出100张，设计部围绕主
题设计，形成第一稿。再次召开主任、部长会，
把不合格的淘汰。

经过八九次的评审淘汰后，在8月1日左
右，图纸成型。“景点是否新颖，好不好制作，蔬
菜符号用啥，都要考虑到。每次开会，大家都像
医院专家坐诊一样为每个图纸把脉。”张建卫
说。

在“专家会诊”后，图纸设计进入细化阶
段。这时，景点的框架，景点的实现方式，景点
的成本，都要详细列举出来，形成一整套的资
料。

确定的景点施工时，要做模型。张建卫说：
“按照一定的比例做模型，需要吃透景点，并考
虑到周边的景点布局。如果紧邻展厅立柱，这
些因素制作模型时，也要考虑到。”

制作狮身人面像时，设计和施工人员，既
要考虑到最佳的展示尺寸，还要考虑到不要挡
住在其后面的金字塔。

一个景点就是一个课题。寿星巨雕旁边的
欢迎门，原来设计部人员也只是从网上看到，
没有去过现场。但网上的图片下载下来后，像
素不够，图片模糊。在哪里能找到原貌呢？问过
很多人，才打听到长沙世界公园有欢迎门的微

缩模型。得知消息时，当时正是腊月初十，施工
队负责人当即派人去长沙拍了欢迎门各个角
度的照片，当晚传回。根据这组图片，6位工人
用10天时间制作完成欢迎门。

但用哪种作物更能体现欢迎门的质感？有
人说上色处理，有人说用仿石，菜博会组委会
人员决定用小米体现欢迎门的质感。相比玉
米、绿豆，小米粘贴的难度很大。在塑料泡沫刷
上胶之后，小米粘贴有的厚有的薄。后来，在胶
中掺上类似小米的颜色，再粘小米，就解决了

难题。
制作“布鲁塞尔第一公民”撒尿小孩的雕

像时，施工单位提出，做雕塑就可以了，不要再
撒尿了。因为撒尿中间要内置水管，会增加施
工难度。张建卫认为，如果不撒尿，这个景点就
失去了意义，必须做。

菜博会期间，张建卫经常走进8号馆，听取
游客的心声。“听到赞赏的话，心里美滋滋的。
也有批评的话，想到有了努力的方向，心里就
释然了。”张建卫说。

菜博会8号馆用去6万公斤大姜，12 . 5万公斤土豆

奇观，这样制作

□石如宽 报道
寿光红日种苗公司技术人员正在展示国产种子培育的西红柿苗。

□石如宽 报道

菜博会8号

馆内，用玉米、

红豆等粮食制作

的孙悟空栩栩如

生。

□石如宽 报道
默海霞在菜博会上咨询番茄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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