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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李树增

“你怎么不要我们的甜瓜品种了？”前不
久，日本一家甜瓜种子公司业务经理找到三木种
苗总经理刘树森问。

“我们培育出自己的新品种了，产量、品质
都不比你们的差，价格还便宜。”刘树森说。

三木种苗做西班牙FITO种子公司中国代理
多年。今年，刘树森决定不做代理了。“我们自
己培育的粉果番茄，现在已经有人想要代理
了。”刘树森说，“国外种子公司掐我们脖子的
时代过去了。”

近年来，三木种苗开展了葫芦科、茄科、十
字花科三大类作物共12种蔬菜作物的选育工作，
自主研发品种168个，通过省品种审定的6个，获
得国家品种保护权的12个。其中，优质设施西瓜
甜瓜系列新品种选育及高效栽培技术获得省科技
进步奖二等奖。

1998年，三木种苗成立时，主要做国外种子
代理业务。“我们代理国外的种子，销量是很
好，但存在很大问题。今天他卖你每罐150元，
明天或许就卖你170元。今天说只由你代理，明
天或许很多人都在卖。”刘树森说，不掌握育种
核心技术，就要受制于人。10年前，三木种苗尝
试转型。与老外合作时，三木种苗就注意收集种
质资源。但自主育种之路并不好走，最重要的是
缺少人才支撑。

“我们身处县级市，而大多数有实力有经验
的人才都在科研院所，都在省市级以上大中城
市。让科研人员到企业去，氛围、待遇等一系列
因素都是障碍。”刘树森说。

寿光实施“双百人才”计划，三木种苗吸引
中国工程院吴明珠院士、伊鸿平研究员及团队、
中国农业科学院徐永阳研究员、山东省农科院焦
自高研究员等人前来。

为了对接高层次育种专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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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申请
设立了山东省西甜瓜院士专家工作站、三木种苗
技术研究中心、潍坊市西甜瓜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潍坊市蔬菜种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西甜瓜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焦自高到来后，为三木种苗选育并通过山东
省品种审定的有甜瓜品种3个，番茄品种1个，新
品种累计推广面积10万亩以上。

“我们刚培育的粉仙女西红柿，是一种樱桃
番茄，果实桃粉色，酸甜爽口，口味极佳，还可
以抗番茄黄化卷叶病毒。”刘树森说。

记者品尝了一颗粉仙女西红柿，酸溜溜的带
着甜。三木种苗制成12公斤的种子，今年第一次
推广。刘树森说，粉仙女西红柿育种成本每公斤
只有5000元，正常的市场价格是12万元以上，三
木种苗定位在七八万元。大西红柿宝禄5号，
1000粒装的能比同类种子便宜100多元。

三木种苗培育出的寿育一号密刺黄瓜，瓜条
直，果实优美，耐低温，对黄瓜霜霉病、白粉
病、枯萎病有很强的抗性。“现在我们已经形成
国产高端种子系列产品，并且把价格也降下来
了。”刘树森说。曾经刘钊大学毕业后，不愿意跟
着爸爸刘树森做种苗生意，而是去考了公务员。
“你就是个卖种子的，有啥意思。”刘钊说。

2015年，刘钊回到三木种苗。“一开始去推
广种子，好多种苗公司都不让进门。现在我们
去，都让着喝茶，留下吃饭。这都是我们自己研
发的种子好，才改变了我们的地位。”刘钊说。

如今，三木种苗已经打开国内蔬菜种子市
场，并把产品卖到越南、伊朗等国，正逐步向欧
洲种子市场迈进。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2016年，寿光市农作物秸秆产量达140万
吨，蔬菜废弃物年产量达100多万吨。过去，大
量秸秆成为废品，污染环境。如今，寿光探索农
业废弃物处理新模式、新技术。

寿光市奥诺生态能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引进
高级农艺师张昌爱，以蔬菜秸秆为主要发酵原
料，生产生物沼气和沼液冲施肥、沼液液体肥等
有机肥。

据了解，为提高企业处理蔬菜秸秆的积极
性，寿光出台蔬菜废弃物循环利用暂行管理办
法，对年处理能力达到5000吨以上的企业，财政
给予补贴。

2017年，寿光计划通过第四批双百人才计
划，引进东华大学教授隋晓峰来寿光创业。隋晓
峰有一项技术，可以从植物秸秆中提取纤维素作
为肥料缓释剂，深化对蔬菜秸秆的开发利用。

“通过政策扶持，引进企业和人才，寿光实
现生态循环农业的有效探索。”寿光市农业局局
长张茂海说。

在2104年，寿光亿嘉农化有限公司，通过
“双百人才”计划，引进了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
员李宝聚。李宝聚对蔬菜病害发生情况进行了系
统调查，完成了温室蔬菜疑难性真菌病害、细菌
性病害与土传病害的3种绿色杀菌剂产品的产业
化，建立了10种重要的蔬菜真菌、细菌病害与线
虫防治的防治杀菌剂活体筛选平台，并为企业培
养了一支杀菌剂研发与技术型推广人才。

“这些绿色杀菌剂，药物残留很少，这样蔬
菜品质就上去了。”寿光市洛城街道留吕村黄瓜
大棚种植户刘大胜说。

寿光欣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2014年开始与
中国农业大学、青岛农业大学、潍坊科技学院等
高校进行深度合作，建立生物技术研发及成果转
化。借助双百人才计划，欣禾生物引进青岛农业
大学教授李良俊。

在寿光，李良俊指导菜农应用水肥一体化技
术和套餐肥施用技术。“水肥一体化，按照蔬菜
所需要的营养比例配比营养液，实现了精准化，
节水、节肥都在50%以上，省工80%。”李良俊
说，

目前，寿光推广水肥一体化的蔬菜大棚已有
10万亩，亩产平均提高30%以上。

□ 本报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李树增

英利实业用玉米芯纤维素或者木浆粕，生
产出如蚕丝一样顺滑轻盈的纤维素产品瑛赛
尔。这是英利实业采用新溶剂法纤维素纤维新
技术的结果。

“新溶剂法纤维素纤维是一种绿色环保再
生纤维素纤维，具有天然纤维本身的特性，还
具有合成纤维高强度的优点。生产过程无污
染，产品在纺织、印染、服装等行业具有广阔
的应用前景。”英利实业董事长韩荣桓说，凭
着这项技术，英利实业获得2016年中纺联科学
技术奖一等奖。

2014年，英利实业引进奥地利生产线，次
年生产出瑛赛尔。虽然打破国外对溶剂法纤维
素纤维的垄断性生产，但韩荣桓认为，摆脱国

外技术控制才是关键。
但该项目属于新兴产业，国内缺少专职研

究的高端人才。英利实业先后与山东大学的朱
波教授、天津理工大学的李文江教授、宏大研
究院的高级工程师刘玉军、ONE-A公司的齐
克利教授合作，开展产学研项目。

“得益于寿光实施的‘双百人才’计划，
我们才能将众多人才为我所用。”英利实业人
力资源总监李志成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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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利实业获得“溶剂法纤维素
纤维”方面50多项国家专利。

韩荣桓说，公司正准备上一条国产化生产
线，成本比奥地利生产线降低三分之二。

高端人才，已成为寿光企业持续创新、转
型升级的重要力量。

依靠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彼得·普劳克

斯教授率领的团队，2017年寿光富康制药将把
制剂销售到欧洲市场。

“原先我们是做原料药的，供应诺华、辉
瑞等国际知名的大型药企。我们发现，如果将
二甲双胍原料药做成成品药，价格是原料药的
30多倍。我们需要转型升级，但不懂制剂，就
需要引进人才。”富康制药副总工程师董良军
说。

不仅瞄准制剂，富康制药还组建了特色原
料药研发团队。该团队中有中国工程院陈冀胜
院士、“鸢都学者”方浩教授、山东省有突出
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宋伟国博士和董良军。

“借助特色原料药研发团队，我们研发出
治疗前列腺疾病的药物度他雄胺，1公斤就
2000万元。治疗精神分裂等精神疾病药物奥氮
平，成本每公斤500元，市场价1 . 5万元。”富
康制药总经理杨磊说。

董良军已在富康制药工作十几年。“我刚
进厂的时候，研发部的研发重点是原料药生产
的技术改造。现在我们的课题都是国家新药的
开发，研发的着力点有很大的不同。”董良军
说。

2016年，富康制药申报的“奥美拉唑系列
产品产业化与国际化的关键技术开发”项目，
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目前，富康
制药设立了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博士后科研
工作站、院士工作站等7个省级以上科研创新
平台，先后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8项。

健元春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也感受到人才的
力量。多年来，健元春的主打产品是麻袋、包
装膜。如今，该公司生产出航空航天用贴膜，
处于行业领先位置。健元春总经理王玉堂说：
“没有人才支持，没有创新意识，我们就很难
从同质化、低层次竞争中走出来。”

2015年，青岛大学的宋国君教授，被健元
春引进后，入选第二批寿光“双百人才”。宋
国君开发的真空袋膜产品已经推向市场，并形
成产业化。“这个产品一吨3万元到3 . 5万元，
利润率都在30%以上。”健元春技术中心主任
张居正说。

目前，健元春研发成功的青储膜正在铺开
市场，可转光的功能性大棚薄膜正处在研发阶
段。2016年，青岛大学物理学院王乙潜院长加
入健元春的研发团队，重点研发隔热节能的功
能性窗贴膜产品。

寿光福麦斯轮胎，去年获得轮胎外观设计
专利9份，实现554万套轮胎的生产，产值达到
2 . 85亿元人民币。这主要是该公司引进的“双
百人才”专家鲁国熹的功劳。

鲁国熹是韩国锦湖轮胎的一名专家，擅长
轮胎花纹设计。福麦斯轮胎主要从事设计、开
发、生产和加工乘用轿车、轻卡及SUV等各种
不同系列的半钢子午线轮胎。为了满足各国对
轮胎的不同需求，橡胶轮胎的花纹设计成为公
司技术团队的攻关难题。

“一直以来，轮胎花纹在车胎设计的四大
要素中最为复杂，也是重中之重，不仅决定了
车胎的使用特性，还决定了车胎的抓地力、排
水性以及噪声。”福麦斯技术总监陆伟说。

如今，福麦斯研发的产品达到亚洲领先水
平，90%的产品出口国外，远销欧美160多个
国家和地区。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李树增

寿光市古城街道戴家村，王力家的黄瓜大
棚内安装着两排链条装置，还有一台智能控制
设备。“有了这些设备，不管我在哪里，只要
手机连接着网络，我都能控制大棚的温度。”
王力说。

用一部智能手机，就能控制蔬菜大棚的通
风口，风大风小，均按照温度、湿度自动调
节。王力使用的智能控温系统是上海洲涛科技
有限公司研发的。洲涛科技是一家以上海交通
大学工学硕士团队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企业

洲涛科技总经理崔新华是上海交通大学电
子专业的硕士，曾先后在美国、新加坡等国家
从事电子产品研发，经验丰富。作为寿光第三
批“双百计划”创业型引进人才，崔新华和他
的团队专业从事蔬菜大棚智能温控放风机的研
究。不足一年时间，洲涛科技的智能控温系统
便占领寿光50%的份额。

“研发的目的就是让菜农简单操作，减少
劳动力，价格还要实惠。”崔新华说。

今年寿光大棚进行“两改”，为新型智能
产品提供了机遇。崔新华说：“寿光创业政策
好。在蔬菜之乡，我们公司的专利更容易转化
为产品。”

洲涛科技的主要产品有智能放风机、智能
喷药机、智能补光系统、智能水肥一体化系
统。“我们还有智慧农业温室大棚大数据平
台，为终端用户提供全套智能化控制解决方
案。”崔新华说。

曾任中国铝业公司首席工程师的李文成，

2015年11月独立出资200万元成立寿光众新晶
体材料有限公司。该公司专门从事生产蓝宝石
用高纯氧化铝粉体、石油炼制催化剂载体原
料。

“以工业氢氧化铝为原料直接提纯生产高
纯氧化铝粉料，然后通过高温熔融得到高纯氧
化铝多晶产品（蓝宝石原料），工艺简单，生
产成本低，产品纯度高，无环境污染。”李文
成说，用高纯氧化铝粉体生产出来的蓝宝石晶
体具有很多优良特性，如很好的电气特性和介

电特性等。
蓝宝石主要应用于LED衬底基片、导弹跟

踪视窗以及手机手表等耐磨屏幕。“5年内把
企业建设成世界上蓝宝石晶体材料主要生产基
地，国内外市场占有率大于20%，成为蓝宝石
晶体原料的主要供应商。”李文成说。

据介绍，按照年产9000吨高纯氧化铝计
算，每吨利润总额按照33097元的标准，众新
晶体材料年利税总额能达到29787万元。

作为氧化铝工艺改进及新品种的开发研究

工作专家，回寿光创业前，李文成待遇优厚。
为啥选择寿光创业？李文成说：“一是氧化铝
产业在寿光还是空白，我可以发挥专业所长，
把氧化铝产业引入寿光，做大做强。二是政府
出台的‘双百计划’，给创业者在资金、厂
房、生活等各方面一定保障，创业政策非常
好。”

山东云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运用RFID芯
片技术，可对蔬菜生产、加工、仓储、运输、
销售等环节进行监测。云兴总经理李波说：
“芯片技术，不但能确保该供应链的高质量数
据交流，还能实现蔬菜源头跟踪以及蔬菜供应
链的完全透明化。”李波说。

为了保证蔬菜质量，云兴农业利用物联网
技术，实时远程获取温室大棚内部的空气温湿
度、土壤水分温度、二氧化碳浓度、光照强度
及视频图像。

“通过模型分析，远程管理系统可自动控
制湿帘风机、喷淋滴灌、加温补光等设备，保
证温室大棚内环境最适宜作物生长，为作物高
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创造条件。”李
波说。

如果消费者不放心，还可以从云兴农业网
络平台上查看每个大棚种植的视频。“这些信
息就是蔬菜品质最有力的证明，以后菜农可以
理直气壮地要高价。”李波告诉记者。

“‘芯片身份证’通过实时捕捉消费需
求、跟踪市场变化、个性化推送，促使蔬菜产
业从生产导向向消费导向转变。这是现代蔬菜
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寿光市招商局副
局长王志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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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李树增

“与鲁国熹多次交流后，我发现轮胎里面
另有一番天地。和他接触越多，越觉得自己无
知。”福麦斯轮胎技术总监陆伟说，以前自己
没有国内轮胎行业的经验，考虑问题不全面不
细致。

鲁国熹是福麦斯聘请的轮胎花纹设计专
家。他用自动绘图技术与应用，设计轮胎花
纹。“那些轮胎花纹设计软件，我们想买也买
不到。但聘请他来后，他们就会传授给我们很
多经验，对我们的工程师进行详细指导，从而
带领我们研发人员成长。”陆伟告诉记者。

寿光蔬菜产业集团分子育种实验室主任程
琳，是浙江大学蔬菜学博士。“现在，给我们
指导的专家都是国内顶尖的育种专家，感觉如
鱼得水，进步特别快。”程琳说。

富康制药副总工程师董良军，最初在公司

外聘专家的带领下参与一些药品改进和研发工
作。近年来，董良军与研发团队参与了富康制
药奥美拉唑、盐酸二甲双胍等品种的关键技术
改造工作。

有的专家不能长时间在公司从事研究工
作，董良军和他的团队就成了科研成果落地的
实际操作和践行者。“我们和专家们一起研
究，一起参与项目，也把自己的建议反馈给专
家，相互促进，相互学习。”董良军说，目前
这些产品已经成为富康制药的拳头产品，产销
量达到全国最大。董良军也成为研发团队的骨
干力量，成功入选潍坊市专业拔尖人才。

富康制药采用德国进口流化床，在国内率
先实现极小微丸工业化生产技术，实现鼻饲管
给药完全可以代替注射。而这一当前世界领先
技术，就是由企业引进的旅美专家介绍来的。
专家不在身边，董良军和团队就到专家身边去
学，最终自己掌握了这门技术。

引才、用才，更要培育人才。李新建是富

康制药项目经理，工程师，郑州大学理学博
士。为拓宽其技术能力，富康制药出资让其到
复旦大学师从陈芬儿院士从事新项目课题研
究。在富康制药，像李新建这样进入高校、出
国深造的高层次人才不在少数。

“把公司遇到的难题带到高校进行研究，
把研究成果再转化为我们的生产力。”富康制
药总经理杨磊说。

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引进了东北大
学教授何纯玉、石油大学博士生导师于思荣等
人。“专家的研发思路，给我们很多启发。”
墨龙技术中心主任郭玉林说。

英利实业近年来引进了朱波、李文江、齐
克利等专家。原来做电工的崔友忠，一直跟随
朱波学习自动化编程。不到4年时间，崔友忠
晋升英利实业自动化系统负责人，也成了一名
专家。年轻的刘建伟，跟随溶剂法纤维素纤维
项目研究成功后，顺利晋级正高。

“公司有18名员工进入课题组。项目成功

后，不仅带动了企业发展，也带动了一批人
才，形成了我们自己的人才梯队。”英利实业
董事长韩荣桓说。

英利实业实验中心副主任郑世雷说：“齐
克利做事认真，安装的每一个过程都看着，有
什么问题现场讲解。设备安装好了，该注意的
问题他还给讲解一下。”

2014年，郑世雷来到英利实业工作，有机
会向朱波学习。“朱波的知识面非常宽，懂得
编程，也懂得机械。跟他比，我差距太大
了。”郑世雷说。

刘增社、谷正是山东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聘请的两位专家，研发出多种新型环保无卤
磷基类阻燃材料新产品。兄弟科技副总经理柴
家启说：“专家带动我们现有的几个主打产品
质量达到了国内领先或国际领先水平，还帮我
们培训科研人员，让我们自己的科研力量逐步
壮大。”

创业者为何青睐寿光

外聘专家带领科技人才快速成长

4年电工成专家

寿光实施“双百人才”计划，众多企业有了“拳头”产品

专家坐镇，企业“腰杆”硬了

□石如宽 报道
一名参观者在抚摸

英利实业研发出的用纤
维素纤维做的服装。

□石如宽 报道
寿光众新晶体材料有限公司，李文成(左一)在查看机器运行情况。

种子代理商
华丽转身育种公司

蔬菜难题成创业机遇


	2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