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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石如宽

5月2日，山东天成鑫利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化
验室主任王轶婷化验了16个鸭胸肉样本，检验检测
国家规定禁用和重点监控的9项兽药残留指标。
“16个样本全部合格。”王轶婷说。

“我们生产肉鸭分割产品，实行从种鸭、孵
化、养殖、饲料、兽药、宰杀、加工一条龙服
务，产品从源头抓起，按程序进行防疫、免疫，
宰前宰后抽样检疫检测等层层把关，保证产品质
量安全。”山东寿光天成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副总
裁、山东天成鑫利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付晓
明说。

天成食品集团始建于1980年，现在已发展成为
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天成集团在种鸭
饲养、雏鸭孵化、商品鸭标准化养殖、饲料加工、
兽药研发、宰杀加工、宠物食品加工等生产环节，
就食品安全进行了深入探索与创新。

天成集团畜牧顾问范连荣说：“为切实提高鸭
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天成集团构建了完整的产品安
全保障体系，严把从源头到餐桌的每一道防
线。”

5月6日早7点，天成集团种禽公司台头孵化
场，9200只鸭苗的运输车，送往潍坊寒亭区的养
殖户候万荣的养殖场。

孵化场场长刘晓琳说：“我们交给客户的
鸭苗都是最好的鸭苗。”怎样才算是最好的鸭
苗？答案是：体重均匀，羽毛呈淡黄色柔软有
光泽，健康活泼，眼睛炯炯有神，精神状态
好。

为了孵化出最好的鸭苗，首先需要优质的种
蛋。天成集团有自己的种鸭场，从源头上保证了
种蛋的质量。“每个种蛋孵化前都要称重，达到
规定标准重量以上的种蛋才能入箱孵化，按重
量层层分级，确保鸭苗长势均匀。”刘晓琳
说。

记者看到，孵化场内，从洗蛋到孵化，全部采
用全自动设备。设定好温度、湿度、风门、翻蛋等
参数，鸭蛋在28天变为健康的鸭苗。

标准的孵化环境，也适宜细菌繁育。孵化场的
工作人员定时到孵化箱内进行微生物检测。根据细
菌数量，选择合适的消毒方式。“生物安全控制不
严格，会滋生大肠杆菌、沙门氏菌，鸭苗会拉肚
子。”刘晓琳说。

在种鸭养殖过程中，为防止禽类疫病发生，天
成种禽养殖场严格按照程序进行消毒防疫。刘晓琳
告诉记者：“所用的兽药都是自己公司研发的，从
饲料到兽药全部达到国家标准。”

刘晓琳还是天成集团种禽公司技术质量部总
监。天成集团采用大数据，对每一枚鸭蛋从种鸭到
种苗、养殖，再从屠宰到销售，实现了全追溯。记
者在质量追溯体系中看到，一枚鸭蛋上孵的日期、
来蛋时间、蛋来自哪个场、洗蛋的浓度、车间机
号，上孵的数量、蛋的品质等都有记录。“如果出
现了问题，我们第一时间就可以查明原因。”刘晓
琳说。

天成集团采用“公司+养殖基地+专业合作组
织+农户（合同）”的标准化产业链经营模式，与
养殖户建立稳定可靠的利益共担机制，采用“统一
供种、统一供料、统一防疫、统一检疫检测、统一
技术服务、统一收购加工”的六统一管理办法管理
养殖场户。

在肉鸭屠宰前的5至7天，化验室工作人员去
养殖户抽样检测。“只有检验合格且有畜牧部门
出具的产地检疫合格证明的鸭子，才能进厂宰
杀。我们公司规定，死鸭一只也不能上生产线，
压死的，闷死的，全部进行无害化处理。”付晓明
说。

记者了解到，在肉鸭屠宰过程中，都有畜牧部
门检疫人员和公司内检人员检查。合格后，畜牧检
验人员出具产品检疫合格证。在屠宰车间的墙上，
张贴着屠宰场的消毒制度、动物疫情制度、动物检
疫申报、无害化处理制度，以及动物出入场登记制
度。

付晓明说，这些制度不仅提醒我们时刻注意食
品安全，更是内化到每一位员工的心中，成为切切
实实的行为准则。

“食品安全方面，天成集团实现了原料端、生
产端和销售端等无缝衔接，做到了心中有数。”范
连荣说。

天成集团饲料公司的实验室保存着豆粕、麸
皮、玉米蛋白物等原料和成品鸭饲料。“每一种原
料和饲料，我们都保存6个月，确保食品安全可追
溯。”天成饲料技术经理刘树全说。

据了解，根据小鸭生长发育阶段特点研发出的
颗粒鸭饲料，现在已经达到肉鸭养殖行业的一个较
高肉料比水平。“我们的饲料，让肉鸭的各种营养
向着最佳平衡状态发展，所以肉鸭长得好长得
快。”刘树全说。

“我们采用规模化、标准化养殖，打通了肉鸭
养殖加工的各个环节，生产的肉鸭质量完全在我们
的掌控之中，只有全产业链，才能确保合格的肉鸭
产品。”天成集团总裁郭百礼说。

□ 本 报 记 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赵晓东

“我们公司集中了国内纺织装备的顶级专
家，经过两年多的研究，现在‘溶剂法纤维素纤
维’项目80%可以国产化。”山东英利实业有限
公司总经理助理李永威说。

2014年，英利实业引进奥地利生产线，次年
生产出绿色环保的纤维产品瑛赛尔。虽然打破
国外对溶剂法纤维素纤维的垄断性生产，但摆
脱国外技术控制才是关键。

之后，英利实业与山东大学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山东大学教授朱波帮助英利实业设计了
一条中试线，控制系统实现了国产化。在消化吸
收创新中，英利实业已经获得“溶剂法纤维素纤
维”方面50多项国家专利。李永威说，第二条生
产线用的就是国产技术。

据了解，寿光将聚集高端人才作为实现人
才强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目前，
全市拥有国家“千人计划”专家14人，省“泰山学
者”和“泰山产业领军人才”18人，蓝色团队和种
业团队各1个，与企业合作的“两院”院士17人，
潍坊市“鸢都学者”和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26
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8人。

育种专家实现育种梦

潍坊科技学院生物工程研发中心主任李美
芹，已经来寿光11年。去年1月，李美芹团队主导
培育的7个番茄品种通过鉴定。专家认为，这些

品种可替代国外品种，整体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李美芹主持选育的“鲁硕红”蔷薇，还获得了省
林业厅的优秀成果一等奖。

2005年，在中国海洋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的
李美芹受邀来到寿光，致力于国产蔬菜花卉种
子研究。“在寿光，我可以追求自己的育种目标，
每天都有忙不完的事。”李美芹说。

寿光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徐莹认为，高层次
人才能留在寿光，是因为寿光为高层次人才搭
建起施展才华的平台。寿光先后建设了国家蔬
菜种业创新创业基地、国家火炬计划新型防水
材料特色产业基地等12家“国字号”平台。

今年菜博会上，寿光市三木种苗有限公司
展示了十几个辣椒、番茄品种。公司总经理刘树
森说：“这些品种全部是自主研发的，有些已经
占据较大的市场份额。”“长剑”辣椒成为设施栽
培黄皮辣椒的主栽品种，占据国内同类品种销
售市场的40%至50%。“黑神”茄子已占寿光设
施栽培市场的30%至40%，取代同类进口品种。

在三木种苗的研发团队中，有中国工程院院
士吴明珠和研究员伊鸿平、中国农业科学院徐永
阳研究员，以及山东省农科院研究员焦自高。

为吸引高端人才，三木种苗投资5000万元
建立了三木现代种业科技培育中心、三木现代
种业营业部及三木育种研发基地。目前三木种
苗已成为省西甜瓜院士专家工作站、南京农业
大学寿光蔬菜高效育苗中心等。

什么实验需求都能满足

寿光市新海化工有限公司，是一家只有18
名员工的石油服务企业。近两年，随着国际油价
下跌，倒逼油田开发企业不断降低成本，新海化
工的业务量也在递减。新海化工总经理王卫信
说：“我们只能不断降低成本，做出更高性能的
产品。”

然而，中小企业自主创新太难。新海化工总
工程师周建华认为，只有提高承接技术能力，走
与科研院所合作研发的道路，才有出路。

在寿光市委组织部的协调下，新海化工与
山东大学建立合作关系。“现在我们开发的抗
盐、耐高温的增稠剂，在塔里木油田同类产品中
主要技术指标都是最好的。”周建华说。

新海化工不仅在工厂内有自己的小实验
室，在寿光市软件园还有一间大的实验室。

“在软件园实验室楼上，集中了许多公司的
实验室，方便交流，也可以资源共享。我们的仪
器没有那么全，可以用别的公司的。”周建华告
诉记者。

山东大学博士张晓攀现在富康制药工作。
“公司实验设备齐全，有什么需要都能满足。我
做药剂合成，公司配有专门的检测人员，我的工
作效率就很高。”张晓攀说。

为拓展企业研发平台，富康制药先后建设
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省院士工作站、省工程实
验室、“泰山学者”岗位等7个省级以上创新平
台。

2013年以来，寿光先后出台一揽子配套政
策，鼓励人才、科技项目引进及平台载体建设。
寿光对企业建设工程技术中心、科技企业孵化

器、重点实验室等人才工作平台，给予5万元至
200万元的补助。目前，寿光以企业为主体建立
院士(专家)工作站等省市创新平台178家。

人才引进实现精准化

徐莹认为，企业是引才用才的主体。企业对
人才的需求，就是引才的方向。

每次外出引才前，寿光市人才办都多次征
求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将所需人才的数量、专
业、履历和学历要求等汇总整理，发布人才和技
术需求。目前，富康制药正在进行大分子药物，
如多肽、蛋白质类、单抗等药物的研发，缺乏相
关技术及专业人才。富康制药的人才需求已经
纳入寿光市人才办的人才技术需求库。

“在对接会上，我们组织与会专家与家乡企
业分重点项目组、化工材料组等若干小组洽谈
对接，最大限度实现人岗相适。”寿光市人才办
主任李效宪说。

去年底，新海化工随同寿光市委组织部一
起去北京对接高端人才。周建华说：“有了组织
部的牵头协调，我们与北京大学工学院的老师
实现了对接。”

寿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葛树涛说：“人才效
能最大化的前提是引进精准化。我们正在编写
人才需求目录，确保引进一个人才，就帮助企业
破解一个技术难题，带动一项产业革命。”

2015年，寿光在全国百强县的排名中跃居
第24位，高新技术产业比重突破41%，正在实现
从“制造”到“智造”的跨越。

□ 本 报 记 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韩明云

今年2月，寿光市洛城街道柴家村大棚种植
户刘秀娥一茬彩椒卖了7万元,创造了当地蔬菜
最高收成记录。除了因为遇上好的行情以外，彩
椒的产量上来了也是收入提高的关键。2014年，
刘秀娥投资25万元，建设了长136米宽18米高
7 . 8米的新式大棚，种植8000多棵彩椒苗。“这
样的大棚升温快、保温性能好，彩椒生长空间
大，产量高，品质好。”刘秀娥告诉记者。去年，刘
秀娥就收回了建棚成本。

现在，刘秀娥家的彩椒创造的最高收成纪
录，已经被别人刷新了。“目前，黄瓜大棚种植户
一天就卖1万元。你上一茬菜收入7万元，他这一
茬就到了10万元。你今天收入高，说不定明天别
人就超过你了。”柴家村村主任袁洪洋说。

近两年，柴家村新建、改建蔬菜大棚60多
个，种植户比赛，不断刷新收成纪录。

杨东投资60多万元，建设了两个蔬菜大棚。

去年冬天的低温，导致他家的彩椒第一茬果没
坐好。“现在两个棚卖了30多万元，比预期的收
入少，不过收回成本应该没问题。”杨东说。

方军新建了无后坡大棚。这种大棚用支架、
保温板和棉被做后墙。同样一个占地7亩的大
棚，如果用土墙保温，实种面积只有3亩多，而方
军这个新式大棚，实种面积却达6亩，种植面积
接近土建大棚的两倍。柴家村党支部书记杨玉
才说：“这种方式建设的大棚虽然保温性稍差一
些，但因为面积大，收入应该不会低。”去年以
来，柴家村新建30多个大棚，投入900多万元。

记者发现，新式大棚不仅面积扩大，还采用
了先进的设备。柴家村新建的大棚都用上了不
锈钢焊制的“桥梁式”卷帘机。大棚种植户袁洪
水说：“这新式的卷帘机是我们村定制的，根据
平时的经验自己设计，让厂家加工。”

用上新卷帘机，一个妇女都可以轻松操作。
“省去了老式卷帘机半自动、半手工的环节，每
天能节省时间两个半小时。真正实现了全自动
化，安全系数也高。”袁洪水说。

李玉芬家的大棚保温用上了太空棉被。“重
量轻，保温性好，还防雨防风。太阳一晒，整个太
空棉被蓬松松的，到了晚上特别保温。”李玉芬
说。

全自动卷帘机、卷膜机、摇控式电动放风
机、自动航吊等新技术，柴家村菜农都用上了。

“省工省力省时的设备，大家都乐意去尝试。”杨
玉才说。

建设新式大棚，村民最需要的是成方连片
的土地。但零星分散的麦田，成为制约村民建设
新大棚的关键因素。2015年春节期间，柴家村调
查了解建大棚户和麦田户的需求。去年4月，在
村委协调下，36户大棚户与82户麦田户达成协
议，以每亩每年600公斤小麦的价格流转土地。
双方签订了15年合同。

解决了土地问题，村两委又把架在高空的
高压线转到地下。在供电部门的帮助下，柴家村
完成了2000多米高压电缆的下地工作。村集体
还出资换了新电缆，确保大棚里的电动化设备
正常运转。

袁洪洋认为，高压线下地，棚区不见一根电
线，提高了群众的安全系数，还节约出50多亩土
地。

村民建棚需用大宗物资，柴家村委先后从
海阳、文登等地联系了棉被和钢管生产厂家，在
村委大院里现场比价格、比质量。仅大棚棉被，
就有8个生产厂家到村里推广。2014年，村民个
人购买的规格800克重的棉被，每平方米要花24
元。去年，柴家村以村集体名义团购规格1000克
重的棉被，每平方米均价只有19元。杨东说：“我
这次用的棉被，质量相当好。周边有些棉被加工
厂，都来我们这里拿样品，回去学习推广。”

杨玉才说：“我们计划用3至5年时间完成旧
棚改建工作，先从10年以上的老棚入手。目前先
让村民减少老棚的硬件投入，减少改建损失，初
步计划4个老棚改建一个新棚，让村民的收入再
翻一番。”

今年3月，柴家村启动美丽乡村建设，动员
村民捐款。共900人的柴家村，2天时间自发捐款
81 . 6万元。

寿光人才引进工作逐步实现精准化———

引进一个人才带起一项产业
“安全鸭”

这样制造

洛城街道柴家村大棚“两改”提高蔬菜产量和品质，蔬菜收成纪录频被刷新———

你一茬菜7万元，他一茬就10万元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5月9日，菜博会1号馆2楼，神农棚博士科
技公司业务经理葛树真正在向人们介绍智能自
动放风机：“以前用手工放风很麻烦。安装了我
们的设备，用智能手机，设定好程序，就可以自
动放风了。”

青州的王云青种着5个西红柿大棚，每个大
棚200多米长。以前用人工的方式放风，一个棚
要用一个多小时。“自从安装神农棚博士大棚智
能放风机之后，我用手机就可以自动放风了，省
力省工。”王云青说。

“我们的目标是让农民更自由、更智慧，让
从事农业的人更时尚。”葛树真告诉记者。

据了解，神农棚博士包括SMCT盒子、智能
电机、瑞士进口芯片级精准温度控制器、手机控
制端软件等。葛树真说，操作系统内有智能温控
策略，只需按照大棚内作物生长周期配置好温
控方案，大棚的放风口就会随着温度变化自动
调节，完全不用人工。

第17届菜博会上，越来越多的智能产品开
始亮相。“展会上，我们发现产品智能化甚至个
性定制已经成为行业发展的趋势。纯人工、费时
费力的产品已经逐渐被淘汰。”棉被参展商李东
华说。

寿光市纪台镇吴庙村的张华山在菜博会上
展示的是大棚防盗报警器。前几年，张华山就研
制出了这种报警器，并成立了制造厂。后来，通
过不断改进，张华山又加大了大棚防盗报警器
的功能，除了能报警外，菜农还可以随时随地用
手机实时观察自家大棚内的情况。张华山发现，
要想将自己的发明成果广泛推广，光靠网络、传
单等推广方式不行。于是，张华山带着自己的产
品来到了菜博会。“通过菜博会，很多人认识了
我，订单也来了，经营规模也越来越大。”张华山
说，已经把产品卖到新疆、内蒙古、福建、辽宁等
地。

同日，菜博会农展馆内，推广商段德玉正在

现场演示他的智能封头切割机。“原来，制作大
棚棉被时，封头切割都是使用人力，手动操作，
费时费力。我们研发的智能封头切割机，纯机器
操作，不仅省时省力，而且封得特别整齐，比人
工的强很多。”段德玉说。

据了解，如今寿光很多棉被厂家用上了这

种智能封头切割机。
在菜博会大棚优质高效生产示范区2号棚

内，有一款智能环保喷洒机。该设备是全自动一
体化控制系统，操作人员只需设定所需时间，设
备就会自行开机、自动定时拌匀农药、自动关
机，一次完成。“与传统的喷雾器相比，这款

产品最大的特点是可以无人操作，且喷雾效果
好，节省人力，节约成本。”现场推广人员王洪祥
说，喷洒机可在常温下将药剂制成高浓度喷雾
溶液，将水颗粒破碎成同等大小的超微颗粒喷
洒出来，均匀地附着在农作物上，穿透力强，提
高了药效。

围绕蔬菜大棚相关设施，菜博会上展示众多新发明

用手机就能给大棚放风了

□石如宽 报道

寿光市古城街道

中心幼儿园中二班的

小朋友正在涂鸦。

古城街道中心幼

儿园把美术教学穿插

到幼儿教育过程中，

孩子们可以把自己看

到的想象到的画出

来。园长赵桂珍说：

“美术教育可以培养

孩子的想象力、合作

能力、意志力等多种

品质，奠定孩子成长

的基础。”

□石如宽 报道

山东天成鑫利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化验室主任王

轶婷正在化验鸭胸肉药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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