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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今年春天，寿光市化龙镇人郭兴昌在台头镇
一座楼村流转50亩土地种植胡萝卜。7月收获完
毕，除去土地租金、种子、肥料、管理等费用，
郭兴昌每亩地纯赚2000元。现在，他又种上秋季
胡萝卜。潍坊市绿龙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化龙
镇胡萝卜协会会长朱晓东在河北租了1800亩土地
种植胡萝卜。前不久，朱晓东去查看胡萝卜生长
情况。除了河北，朱晓东在山西、甘肃、内蒙古
都有胡萝卜种植基地。

“现在，化龙镇有40多家胡萝卜加工企
业。”朱晓东说，目前化龙镇一些村民、企业,
北到内蒙古南到福建等地大面积种植胡萝卜。其
中，仅内蒙古就有2万多亩。“当地胡萝卜收获
后运回化龙镇加工，再销往世界各地，实现了
‘种全国’、‘卖全球’的格局。”朱晓东说。

“小人参”长成大产业

在化龙镇，胡萝卜已有300多年的种植历
史。具有20多年胡萝卜种植经验的郭兴昌认为，
化龙镇气候温和，土质疏松肥沃，富含磷、钾，
水质纯净，具有生产胡萝卜得天独厚的地理条
件。

种植上，化龙镇率先采用垄栽模式。产出的
胡萝卜具有良好的外形和口感。“我们这儿的胡
萝卜，具有红皮、红肉、红心‘三红’及肉厚、
心小的特点。入口鲜嫩多汁，质细味甜，脆而无
渣，适合生吃。”朱晓东说。

2000年，化龙镇被农业部评为“中国胡萝卜
第一镇”。经过多年发展，目前化龙全镇胡萝卜
种植面积达4万亩，从业人员5000多，形成了生
产、加工、销售和出口的产业链条。胡萝卜，已
成为该镇的主导产业。朱晓东初步估计，化龙镇
胡萝卜年产值达5亿元。

绿龙公司曾委托检测机构专门分析了胡萝卜
的营养成分。“检测发现，胡萝卜富含胡萝卜
素、维生素、果胶、淀粉、无机盐和多种氨基酸
以及钙、磷、铁等矿物质，营养丰富。”朱晓东
说，胡萝卜还具有治疗夜盲症、预防心脏疾病和
肿瘤、保护呼吸道和促进儿童生长等功能。因为
胡萝卜功效独特，化龙镇当地百姓称之为“小人
参”。

“韩国、日本、俄罗斯的人都喜欢吃胡萝
卜。”寿光欣欣胡萝卜加工厂负责人李兴华说。

“韩国的很多菜里面都有胡萝卜。印尼、俄
罗斯、越南这些国家，胡萝卜是主菜，需求量很
大。”朱晓东说，目前化龙镇出口胡萝卜的企业
有14家，全年出口达15万吨。

200亩地赚了200万

最初，化龙镇农民只是在秋季种植胡萝卜，
在10月到12月收获。“寿光大棚让农民致富，就
是巧打了时间差，这也启发了胡萝卜种植，有企
业研发了适合春季种植的胡萝卜。”李兴华说，
春季胡萝卜收获时间是5月到7月。

“前几年，春季种胡萝卜的人少，但需求很
大，利润可观。”郭兴昌说。

朱晓东发现，在春节期间和8月至10月是胡
萝卜供应空档期。于是，化龙镇有人就南下福
建、海南，北去河北、内蒙古等地种植胡萝卜。

2007年8月，在寿光当地收完胡萝卜后，朱
晓东前往河北围场县去收购。朱晓东发现，围场
县的胡萝卜由于在同一个地方常年种植，达不到
一级品收购条件。

没有收到胡萝卜，朱晓东却打听到河北沽源
还有人种植胡萝卜。当时，朱晓东以2200元/亩
的价格包了那个人地中正在生长的胡萝卜。“他
种了200亩，在当地卖不掉。我们看着品质好，
就全部包了下来。”朱晓东说，10月2日，收获
胡萝卜时，亩产量达到5000公斤，超出预计亩产
量一倍。在承包时，胡萝卜价格是1 . 2元/公
斤，到收获时已经涨到3 . 3元/公斤。

“200亩地，13天的时间，除去人工成本，
赚了200多万元，成了业内的奇迹。”朱晓东
说。

从此以后，朱晓东每年都在河北租地。现
在，河北已经形成10万多亩的胡萝卜种植规模。

更换制冷设备，睡觉踏实了

在胡萝卜加工链条中，有一个重要环节是制
冷储藏。以前，化龙镇加工企业大多采用液氨制
冷。

“最初成立加工厂，都是几个人合伙，大家
凑钱买来旧的制冷设备，因为新的制冷设备太贵
了。”朱晓东说。

2008年，朱晓东从河北购买了老式制冷设
备。“运行后，我每天都在担心安全，睡不好
觉。随时都有专门的师傅查看液氨的液位显示，
高了低了都不行。”朱晓东说。

据了解，液氨作为制冷剂，成本低，但液氨
一旦遇到明火，会急剧蒸发形成氨气。氨气有
毒，泄漏后达到一定浓度时会发生爆燃，让火势
更加猛烈。

2015年，绿龙公司更换了制冷设备，改为氟
利昂制冷。“1000平方米的冷库，需要投资80万
元左右。但相比以前，可以节省下两位看制冷的
工人，热水也实现了循环利用。最关键的是，安
全提升了，心里踏实了。”朱晓东说，目前化龙
镇胡萝卜加工企业都采用了安全的制冷方式储藏
胡萝卜。

“没有安全就没有效益，安全意识要时刻放
在心头。”朱晓东告诉记者。

影响胡萝卜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种
子。现在，化龙镇胡萝卜种植户多数采用日本、
韩国的种子。“研发种子一个企业很难办到，希
望有关科研机构多投入，多关注，研发出好的种
子。”朱晓东说。

□ 本报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韩明云

“明年，我就住上楼房了。”8月19日，
寿光市洛城街道后李村80岁的村民李玉龙告诉
记者。

按照洛城街道棚户区改造政策，李玉龙用
自家的宅基地可置换一套180平方米的楼房。
现在，李玉龙住的是红砖包着土墙的老式平
房，窗棂和门都是木制的。李玉龙说：“最近
总下雨，屋里潮湿，光线很暗，蚊子也多。”
前不久，李玉龙去了相距不远的洛西村亲戚
家。“他们住上了楼，家里很干净，没看到一
只蚊子、苍蝇。方便，也不用去茅坑，上楼真
好。”李玉龙说，6月24日签拆迁协议时，他
早早就签了字。

据了解，在这次的棚户区改造中，洛城街
道王西、王东、前李、后李、康家5个村共
1500户，28天内全部签订了房屋拆迁协议。

老旧房屋制约美丽乡村建设

后李村村民住的都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统一
规划的平房。“房间小，地基低，一下大雨，
雨水就往房间里淌。”村民郭美红说。

“旧村改造，百姓很愿意。”后李村党支
部书记李德光说，“前几年不少村民就提出建
新房子，大家都希望改善居住环境。”李玉龙
家所在的胡同有8户人家，胡同宽约2 . 2米。李
德光说，胡同太窄，轿车一般都不敢开进去，
只能停在村内的中心大街上。

去年夏天，前李村给胡同铺设石子。“六
轮车开不进去胡同，施工人员只能把石子倒换
到小车上，再进去撒石子。”前李村村主任李
瑞营告诉记者。前李村刘瑞荣家的房顶已经换
了六遍瓦了。“房顶都塌陷了，檩条也老化
了，下雨天就漏雨。住着，提心吊胆的。”刘
瑞荣说。

记者了解到，王西、王东、前李、后李、
康家这5个村，以前统称大尧水村。经过多年

的发展，各村边界不规则、互相穿插，多年无
法进行统一规划，导致老房子拆不了、新房子
无处盖，村内街巷不通，乱搭乱建等。

“如果不进行统一改造，美丽乡村建设都
无法推进。”李德光说。

“不走拆迁改造这条路，用不了几年，留
守的将都是老年人，这些村就会成为空壳
村。”洛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驻尧水工作组
负责人李秀欣说。

“棚改”政策带来新机遇

早在2013年，洛城街道就想启动尧水社区

的改造。“调查发现，这几个村的村情特别复
杂，而且当时全街道启动的20个村的城中村改
造还没有全面完成，还不足以起到示范作用。
再加上改造资金没有到位等，只好暂缓。”李
秀欣告诉记者。

今年，洛城街道利用国家“棚改”政策的
机遇，重新启动了尧水大社区的改造工作。
“我们从国家开发银行贷款7 . 2亿元，用于改
造社区。资金正在申请中，预计很快下来。”
李秀欣说。

按照洛城街道的政策，每户拥有合法宅基
地的村民都将置换规划总面积180平方米的房
子。为了满足一家多代人的居住需求，该街道

还设计子母户型，即120平方米加60平方米。
同时根据群众的要求，又将60平方米的户型设
计成两室一厅，可满足4代人同时居住。

“附近村的村民都住上楼房了，我们也应
该让大尧水的村民早日改善居住环境。”李秀
欣说。

5月4日，驻尧水工作组开始驻村，走访群
众，征求意见，确定方案。李秀欣认为，最关
键的是平衡好政策。每个户要平衡，村和村之
间要平衡，5个村还要和街道已经进行改造的
村平衡。为了补偿公平，1500户丈量一遍后，
再重新丈量核实第二遍。“开会是家常便饭，
平均每天开六七个会，每个会2个小时，每天
晚上都开会。”洛城街道党工委委员、人武部
部长刘勇说。

“狗窝都有补偿款”

“干部们工作做得很细致，我们家的狗窝
都有补偿款。”康家村村民王茂秀说。

王茂秀还记得，签订拆迁协议那天是7月
14日。一大早，洛城街道驻尧水工作组的孙东
红和一名女干部就来到家中。孙东红指着补偿
表，让王茂秀对照着自家的房子、院子，一处
一处核对。有不明白的地方，王茂秀随时问，
孙东红接着解释。一个小时后，王茂秀认为没
有问题了准备签字。但王茂秀不会写字，拿着
丈夫的身份证和补偿表，让邻居代签了。

在王茂秀核查补偿表时，另一组洛城街道
机关干部刘文喜、范学成来到康家村张效伟
家。张效伟和妻子对补偿表上列出的其他项目
都表示同意，但觉得门楼上面挑高的两处补偿
有点低。“当初投入很大，这样补偿我可亏了。”
张效伟说。两位干部解释了半个多小时，张效伟
夫妻俩还是觉得不满意。于是，刘文喜提出，让
评估公司重新派人前来评估门楼上面的这两处
挑高。评估师到来后，给张效伟夫妻解释如何
计算补偿。弄明白后，张效伟夫妻签了字。

“把好事办好，让群众满意。”李秀欣
说。

□ 本报记者 单 辰 戴玉亮
报通讯员 姜 楠

“阿姨，给我拿两个肉夹馍，不放青
椒。”8月18日中午，潍坊科技学院工程管理
系大一新生李佳音在学校东门外的一家快餐摊
位前购买午餐。

“以前上高中的时候路过这里，小摊车都
是乱停乱放的，卫生情况也差。现在摊位规划
之后，又干净又整洁。”李佳音说，因为大一
新生提前入学，其他年级学生还在暑假中，所
以学校食堂暂时只开放了一个，售饭窗口也
少。“同学们一般都来快餐摊点买饭，好吃也
方便。”

“3月17日，我来到新摊位群经营，其他
位置一律不允许摆摊了。”东门摊点群1号摊
位摊主蒋爱云说，未规划之前，不仅市民觉得
学校门口乱，经营者也觉得不规范。

“摊位一个挨一个不说，还争抢离学校门
口近的地方。”蒋爱云说，长此以往，学校外
的东西街和南北路都挤满了摊位，过往车辆通
行十分不便。“有一次学生家长倒车，把我一
箱鸡蛋压碎了。人家道歉，我也跟人家道歉，
因为确实堵着路了。”

现在，潍坊科技学院东门的所有合规快餐
摊点全部被规划到了东西路北侧的路牙石以
上，全长350米，只限午饭和晚饭时间出摊，
舒缓了交通压力，规范了经营行为。

在寿光老城区居民的眼里，光明路一直是
一条“步行街”。“不是市政规划的正规步行
街，而是被大大小小的摊位挤得无法行车的步
行街。”寿光市民魏学良说，他在光明路周边
居住了6年，其中4年都不曾开车从光明路上经
过。

“卖菜的、卖水果的、卖鸡鸭鱼肉的，挤
满了整条街，天天跟赶集一样，推着自行车都

难走。”光明路东侧一家馒头房的负责人闫云
云说，现在3公里的光明路早夜市一经规划，
不仅让各个流动摊点有了固定经营点，更治好
了光明路多年拥堵的顽疾。

“再也不用打游击战了。”光明路便民摊
点群208号摊主张新田说，“以前来光明路卖
菜，只能靠东躲西藏，没法安心做生意。”如
今有了固定摊位的张新田，有了正规经营的场
所，收入也比原来不固定的流动贩卖高出了不
少。

“只在早市和晚市期间出摊，周边居民按
时来买，我们按时来卖。”临近收摊，张新田
以每斤2元的优惠价售出了剩余的16斤韭苔。

“现在老客户都循着摊位号来我这买菜，基本
每天不剩菜，收入有保证，我就适当给优
惠。”

据了解，近年来寿光城区内的流动摊点达
到了9800多个，从业人员近7万人。随着摊位
增多，占道经营、交通拥堵等现象日益突出。
2015年6月，寿光借鉴江浙先进地区的城市管
理经验，逐步尝试设立临时性便民摊点群和早
夜市，运行至今，反响良好。

“目前，寿光已设置光明路、学院路等5
处临时性便民摊点群和光明路早市、新兴街夜
市扩容部分、现代小区夜市等3处早夜市，共
可容纳流动摊点2400多个。”寿光市城管执法

大队副大队长宋学安说，规划后，摊点群的合
法摊点被划分为水果、蔬菜、熟食和小百货等
不同类别，并分别予以编号。每个摊位必须按
要求于划设线内经营，不可越线。

“一味地堵，不是治理流动摊位的根本之
计，那样只能将摊位从市区的一个区域赶到另
一个区域，流动摊贩并未减少。”寿光市城管
执法大队市容东南区中队长王勇说，在管理方
式上创新，遵循便民利民、疏堵结合的原则，
联合相关社区增设临时性便民摊点群，既能缓
解交通压力，又能兼顾民生、扩大就业，一举
多得。

“凡设立的便民摊点群，经营业户必须严
格按照制定的入市管理规定经营。如有摊主违
反或不服从管理，将被取消经营资格。”宋学
安说。

现代小区是寿光东城建设较早的几个大型
住宅社区之一。多年来，因小区居民较大的购
物需求，加之距离老市区较远的地理位置，大
量流动摊贩选择在小区北门东西两侧进行经
营。久而久之，现代小区门口东西两侧的人行
道被全部占用，行人无法通行。

便民摊点设置之初，寿光遇到了区域协
调、资金来源、个别市民和商贩不理解等问
题，经积极协调，最终划定了现代小区北门东
侧占地5亩的区域为惠民摊点。

“现在有了新场所，流动摊位全都搬进来
了，离小区门口就几步远。”现代小区居民秦
伟说，新场所几乎容纳了原本小区外所有的合
法摊位。煎饼火烧、蔬菜瓜果、油盐酱醋甚至
服装鞋帽，都有了固定的经营点，方便了周边
住户，小区进出汽车难的问题也没有了。

宋学安表示，流动摊点入市经营后，从源
头上解决了现代小区和东郭市场商贩“外溢”
的难题，较好地满足了周边8万居民的民生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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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户村民28天签完拆迁协议，洛城街道5个连片村庄将建成尧水大社区

不让老旧村庄成“空壳村”

变堵为疏，2400个流动摊点规范经营

□ 本报记者 单 辰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张 涵

8月17日上午，寿光市全福元家电城外的
18路公交车站牌处，有8位市民正在候车。

“等了20多分钟了，公交车还没来，天又
这么热，难受。”候车市民秦芳芳说，因为没
有私家车，她的日常出行基本依靠公共交通。
但公交车不按点，实在让人等得着急，有时等
半个多小时都不见一辆车来，还不如走着回
家。

据秦芳芳介绍，她8点50左右在站点候
车，第一辆18路公交车抵达的时间是9点24
分，候车时间为34分钟，比站牌上注明的17分
钟一趟车的候车时间正好长出一倍。

在候车市民乘车离开后，记者在站点继续
等候，直至9点51分，第二辆18路公交车才抵
达全福元家电城站点，间隔时长27分钟。随
后，记者上车，车上只有2位乘客。

“我每次在渤海路等18路车都等半个多小
时，前天等了40多分钟，还以为这趟车不跑了
呢。”乘客王新元无奈地说，因为自己腿脚不
便，而18路公交车的线路刚好经过儿子所在的
水木清华小区，所以每次去儿子家，他都会乘
坐公交车。

“但等车时间太长，如果有急事出门，我
宁愿坐出租车也不愿等公交。”乘客李明扬
说。在记者询问为何等车时间过长时，该路线
公交车司机说，“全市除了2路、3路和环1路
以外，其他线路等的时间都很长。”该公交车
司机称，正常情况下半小时一辆车，如果遇到
包车等情况，等一个多小时也有可能。

早晚高峰期是公交车上座率最高的时间
段。记者采访中得知，除个别老路线公交车利
用率较高外，10路、19路、20路等几条新线路
公交车，即使在客运高峰期，车上的乘客也寥
寥无几。

“车上就一两个人，司机拉着一站一站地

走，经过站点一看没人等车，连停都不停。”
王新元说，“寿光现在的公交车人气太低，有
私家车的没人坐，没私家车的等不及。”

“按照规定，线路上的车辆不能私下进行
包车业务。公司有备用车辆，外包业务都是从
备用车辆里出，不会从线路运营的车辆中抽
调。”寿光市公交运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唐焕
杰说，只有高考、市里组织重大活动等抽调公
交车时才会出现公交车下线情况，平时不存在
私自下线情况，因为每辆公交车都有监控，运
行情况时刻被监督。

据唐焕杰介绍，目前寿光全市公交车利用
率低，是因为市区私家车多，道路阻塞情况较
为严重。同时市区没有公交快速通道，公交车
辆运行慢，导致市民乘坐公交出行的意愿不
高。

“另外，在全市全面更换电汽混合动力公
交车后，运营里程在100公里左右。”唐焕杰
说，因天气炎热，在开启空调后，新公交车的

运营里程会进一步下降，出现路线中途换车的
情况，导致了车辆进站延迟。

“我们已经委托北京交通大学编制了城市
交通发展规划，初步方案已经完成。”唐焕杰
说，“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优化线网布局，
使线路设置更加合理。同时加大宣传力度，呼
吁市民绿色出行、公交优先，逐步提高公交车
利用率。”

对于候车时间过长的问题，唐焕杰称，将
加密公交车运行班次，增配备用车辆，完善充
电设施，提高准点率。

另据了解，除城区公交外，寿光部分城乡
公交也有进站延误问题。

“部分站牌设置点有问题，再加上部分道
路整修，导致市民无法看清站牌或者更改后的
路线，导致候车时间过长。”安泰公交有限公
司经理魏惠林说，下一步安泰公司将进一步增
设城乡公交车辆、优化站牌设置点，尽最大努
力解决城乡公交进站不按时等问题。

一方面乘客寥寥无几 一方面等候时间过长

尴尬的公交车

□单辰 报道
规划后的光明路早夜市。

□石如宽 报道
洛城街道后李村即将被拆迁的平房。

北到内蒙古南到福建等

从国内市场到国外市场

化龙胡萝卜：

种全国卖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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