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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张 鹏
本报通讯员 张咏梅

近日，在诸城市绿达生态农业观光园里，几
台挖掘机正在快速地挖着栽植沟，十几名农民紧
张有序地铺填秸秆、撒施农家粪肥，然后栽植
M9T337矮化苹果。这是诸城市卢山南侧农业结
构调整建设的场景。

诸城市农业局果茶站站长房中文介绍，利用
秸秆反应堆技术进行矮化苹果建园，是诸城市重
点推广的生态循环农业技术之一，不但能够提高
果树成活率，还可迅速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明
显提高土壤肥力，提升果品的品质。卢山南侧生
态环境优良，水源充足，土壤富含有机质及矿物
质，非常适合种植果树及蔬菜杂粮等农作物。通
过采用“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形式，建
设生态农业园区，推广绿色生态技术，能够为人
们提供特色有机农产品，带动更多村民搞好结构
调整。

绿达生态园负责人王管清介绍，该项目占地
1000余亩，计划投资5000万元，在卢山南侧开发
建设有机农业、观光旅游、特色餐饮、有氧健
身、民俗文化、四季瓜果采摘、野营垂钓、摄影
基地等于一体的现代农业观光园。

“为满足人们的需求，利用垫平的沟壑，建
设温室大棚，开发农家乐餐饮及土特产超市，提
供餐饮购物一条龙服务，进餐的同时可以观赏各
类植物、花卉，体验置身大自然的乐趣。”王管
清介绍说，在温室大棚餐厅周边合适区域设立健
身场地，如羽毛球场、滑草场等，满足人们健身
娱乐需求；设立儿童乐园，满足居家游玩的需
求；建彩叶苗木林、花卉园，如薰衣草种植园、
玫瑰园等，形成不同的彩叶花海，满足人们的视
觉需求；加强卢山文化挖掘，修复建设卢山洞、
卢敖书院等，打造集生态农业科技展示、绿色果
蔬种植、农业观光旅游、卢山文化展示等内容于
一体的旅游度假胜地。

“卢山距离诸城市区不到10公里，交通方
便，地域环境优美，非常适合城市居民短途出
行。”王管清说，相信项目建成后，会有很多市
民前来休闲旅游。

□ 本 报 记 者 张 鹏
本报通讯员 孙建敏

李 敏

3月29日，诸城市贾悦镇副镇长刘文浩刚到
凤凰社区，就跟随贫困户尹瑞金钻到了大棚里。
刘文浩是潍坊市农业局下派的挂职干部，学的是
植保专业，对农作物懂行。

看栽植已有两个月的西红柿叶子发黄、微
卷，刘文浩判断这是得了黄化曲叶病，通过烟粉
虱传播。“你得赶快防治，不然时间一长西红柿
就不长了。”刘文浩向尹瑞金建议道。

尹瑞金是凤凰社区高墩村的贫困户，一年多
的时间，刘文浩前来帮扶已有4次。2007年，在
诸城市西土墙社区打工的尹瑞金跟妻子离婚，愤
而回乡。初回老家，尹瑞金把菜园子的一分地改
造成小拱棚，种植茄子和草莓，因为种植面积
小，价格不高，并没有赚钱。很快，尹瑞金又外
出打工。

前年，尹瑞金的父亲患急性脑血栓，幸好有
新农合，费用报销85%，大大减轻了他的压力。
不过，尹瑞金再也不敢往外跑了，希望踏踏实实
在家务农，照顾老人。村东口粮地，离村子100
多米，因为好照看，此前有人在此种植大棚蔬
菜。尹瑞金找到一处废弃的大棚，与户主商议后
租下来开始种植蔬菜和草莓，可是新上薄膜和肥
料都需要资金，他家没钱投资。

在刘文浩和亲戚的建议下，尹瑞金申请了小
额扶贫贷款。“申请的时候我担心家庭经济条件
不好，父母年纪又大，银行不会贷给我。”尹瑞
金说，申请后自己并没有抱多大希望。两天后，
社区和村子里有人来核查家庭信息，不久诸城农
商行马庄支行把他申请的1万元放款到账，并享
受全额贴息。

利用这笔钱，尹瑞金买下了大棚框架、肥料
和草帘子。从去年9月份种上了甜宝和法兰蒂良
种草莓，法兰蒂因为成熟期早，采摘完拔苗后又
栽种了西红柿。

“到现在光是草莓我就卖了2 . 4万元，纯收
入1 . 5万元，剩下的甜宝草莓能采摘到6月初，城
里商贩主动过来收购。”尹瑞金告诉记者，等过
了7月份，西红柿和草莓基本收获完毕，再到城
里打3个月工，回来后再继续种植大棚蔬菜，还
要装上卷帘机。

□ 本 报 记 者 杨国胜 张 鹏
本报通讯员 徐春光 李 芳

诸城市皇华镇胡沟村75岁的贫困户穆科和
身子结实，挑一担水走两里路不成问题，年轻
人还要紧跟着才不掉队。

不过，穆科和感觉越来越乏力，不是因为
没有劲，而是没处使劲。村子千余亩地，全在山
岭上，刨个坑石头比泥巴多。穆科和的3亩薄地，
年年种花生，年年百十斤，老两口出去打工没人
接收，领了多年低保。

清明节期间，踏青的人越来越多。穆科和没
闲着，他又跟着村里一帮人来到村东的康岭上
栽植榛子树。“我现在是大榛子园的工人了，平
时负责在榛子园看门，给榛子树浇水、施肥，月
月有工资拿。”一辈子没当过工人的穆科和感觉
很满足，年纪大了在家门口有了工作。

为改变当地种植业低产低效的状况，皇华
镇引入山东华山农林科技有限公司开发山岭。
华山农林顺势把已有的平欧杂交大榛子现代农
业融合示范项目推开，构建榛子的种植、加工、
流通、消费产业体系，把荒山变成农场。计划3年
内带动周边3000农户、6个专业合作社和基地，种
植平欧大榛子，达到2万亩的种植规模。目前，已
流转5000亩山岭薄地栽种上了大榛子。

对于平欧杂交大榛子项目，山东华山农林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魏本欣有自己的规划：“园
区采取土地流转方式种植9000亩，带动2000户农
民，每户增收66150元；免费提供苗木、保底价收
购方式推广种植1万亩，带动农户3000户，可带动
每户年增收16500元；园区还需雇佣200人的工人
队伍，多从周边村庄贫困户中吸纳。”

诸城的种植业规模大而不强、产品多而不
优，总体处于产业链、价值链的低端层次，与发展

“新六产”的要求相差甚远。“种植业已经成为诸
城经济发展的最大短板。”诸城市委书记桑福岭
一言蔽之。

“三农”工作到了逆水行舟、爬坡过坎的攻
坚期。“我们要牢牢把握创新体制机制这个主要
着力点，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改造提升
传统动能，培育壮大新动能；牢牢把握形成市场
导向这个关键切入点，让市场力量引领结构调
整，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牢牢把握提
高质量和效益这个根本着眼点，坚持质量兴农、
效益强农，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全面提高
农业的综合效益和竞争力。”3月29日，在诸城市
农村工作会议上，桑福岭如是说。

要扭住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
桑福岭认为必须加快实现“三个转变”，即农业
发展由主要满足量的需求向重视满足质的需求
转变；由依赖资源消耗向绿色生态转变；由依靠
旧动能向提升旧动能和依靠新动能加快转变。

围绕注重提质增效、注重优化结构、注重改革创
新“三个注重”，聚力农业“新六产”、农村改革、
美丽乡村建设“三大重点”，优化农业产业体系、
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三个体系”，提高土地产出
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三项指数”，在农
业改革发展上迈出更大步伐。

诸城市骨干企业众多，拥有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500家、潍坊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110多
家、金融机构73家，还有众多的服务业企业，可
以利用全国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试点市的
良好契机，深入推进金融资本、工商资本和民间
资本下乡，大力开展农业示范园区建设，为“三
农”发展提供有力资本支持。

诸城市围绕推进农业振兴发展，提出推进
品牌化引领、园区化布局、标准化生产、社会化
服务、融合化发展“五化”发展，加大工商资本下
乡、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推广、流通体系建
设、政策金融扶持“五个力度”，搭建金融、科技、
信息、营销、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五个平台”，
重点做好农业结构调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推进农业科技服务、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建设

“六项工作”。
在林家村镇薛馆路南，有一处中科院现代

农业示范基地。2015年，山东润竹山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与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签订合作协议，引

进蒋高明博士领衔的科研团队，采用其“六不
用”（不用化肥、农药、除草剂、农膜、添加
剂、转基因技术）的生态农业发展模式，解决
了园区农业观光和生态农业旅游中的关键生产
技术，包括生态安全主粮、水果、蔬菜的正常
生产，禽畜养殖、种植过程中病虫害防治，耕
地有机质提升和维持，农田生物多样性管理，
农业观光旅游等技术难题。

目前，该基地利用生物多样性、生态位、和
谐共生、捕食、生物体自有的化感作用、元素循
环、生态平衡等生态学原理，淘汰目前流行的化
学灭杀等对抗原理，同时利用蒋高明团队研发的
物理防虫、有机堆肥、杂草防治、志愿者植物、
增强植物免疫力、有机大田适时灌溉等实用技
术，从源头杜绝有害化学物质进入食物链。

现代农业要发展，科学技术是关键。为加
强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诸城市瞄准高精尖
技术，扶持和鼓励农业产业园区、农业龙头
企业加快建立一批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
心、企业研发中心和院士工作站、博士后工
作站、农业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提升农
业科技研发能力。推进果树品种、蔬菜种子
种苗等技术研发，加快建立集农业科技研发
成果库、农业科技公共资源库、农业产业科
技需求库、农业科技专家库等于一体的综合信
息中心。

□ 本 报 记 者 张 鹏
本报通讯员 徐春光 曲永华

3月29日，记者在诸城市舜王街道大辛庄
子村见到王焕新时，他刚刚跟随考察团从荷兰
归来，时差还没有调过来。不过，对于发展，他又
有了新的思路。

在荷兰考察时，王焕新认真学习了波尔多
庄园的模式：一家四口种植着35公顷葡萄，销
售、储存、酿酒，年收入在600万欧元以上。采摘
和酿酒还实现了全程机械化作业，让王焕新羡
慕不已。

为带领村子发家致富，2008年，担任大型房
地产公司高管的王焕新回到大辛庄子社区任书
记。他带领村民改变以种植玉米、小麦、一家一
户为主导的低产模式，通过到外地考察，发起组
建合作社，全村1800亩地，种植了1500亩新密甜
瓜，是远近闻名的省级“一村一品”示范基地。每
年当地农户种植3茬甜瓜、1茬芸豆，亩收入在2
万元左右。虽然收入可观，不过王焕新还是感觉
到了差距。为了促进销售，合作社在村前建立销
售市场，旺季时每天有100多辆车在此收购农户

瓜菜，产品不愁卖。有的农户还主动将甜瓜烘干
制成甜瓜干，打进超市销售。不过因为口感欠
佳，现在已经少有人做了。

“国外一家一户的农庄模式暂时学不来，我
们可以先从生态循环农业，加大产出效益上找
出路。”王焕新告诉记者，从今年开始合作社组
织农户种了7个棚20亩的生态农业农业试验田，
轮种大球盖菇、甜瓜、芸豆。合作社把周边村里
的玉米秸秆收过来，粉碎后淋水覆膜，让其腐烂
发酵，然后推到大棚里，堆到30公分厚，压实后
撒上菌种，一个半月左右就可以出菇。

在大辛庄子社区西边的大棚种植区，村民
王卫华正在大棚采摘大球盖菇。“今年1月份撒
上的菌种，到现在已经采了1000多斤，听技术员
说产量在4000斤-8000斤间，蘑菇卖到了青岛、潍
坊等地，批发价5元钱，一亩蘑菇可纯收15000
元。”王卫华告诉记者，最好的种植时间是9月开
始，这样春节前后上市，价格高，而且采摘完后
种一茬甜瓜，甜瓜收了后再种芸豆，效益更高。

因为大球盖菇长在冬季，不需要化肥和农
药，菌菇收获结束后经过发酵的秸秆，成为甜瓜
种植的有机肥料，减少了病虫害的发生，还实现

了大棚里的生态循环种植。目前，大辛庄子社区
正在筹划建设更大的冷库，后期准备扩大种植
面积到600亩。

为使农业更高效，舜丰农业科技育苗基地
采用的方式是工厂化育苗。旋盘、播种、喷淋等
设施一应俱全，施肥实现自动化，通过感应系
统，温度、湿度用风机和水帘自动调解。“工厂自
动化育苗，实现了集约化种植，与单户育苗相比，
一棵可节省0 . 12-0 . 15元。通过基质穴盘育苗，幼
苗抗逆性比较好，出苗齐，对环境适应能力强，第
一次出苗率在80%以上。”山东舜丰生态农业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增光告诉记者，基地有23
个大棚，其中大型育苗棚4个。为使幼苗更易销
售，基地大部分温室大棚用作示范种植，客户来
到基地后，可以根据蔬菜和苗木生长情况选择
下单。在6号草莓棚，就有4个品种供选择。

“果子成熟后，我们利用距离城市近的优
势，发展采摘游，每年吸引2万余人前来。”王增
光介绍说，为体现优质优价，采摘游要比市场价
高出2倍。

近年来，舜王街道不断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培育优势主导产业，强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加快农业向规模化、标准化、特色化发展。在“一
社区一特色、多社区一产业”规划布局上，重点打
造了大辛庄子有机甜瓜示范园、郭家埠特种动物
养殖示范园、山东舜丰生态农业科技种苗基地、
柳家庄高端农业示范园等19个农业示范园区。

同时，按照“规模扩大、品牌提升”的要求，
积极推行农业标准化生产，发展品牌特色农业。
鼓励引导专业合作社申请有机食品、绿色食品
认证，提高农产品品牌知名度。目前，建成有机、
绿色、无公害农产品基地8处，认证有机、绿色、
无公害农产品34个，注册优质农产品商标5个。
其中，康盛源有机韭菜、大辛庄子有机甜瓜、益
尔斯有机蔬菜、舜王蜜桃、舜农果蔬等优质农产
品成功打入了青岛、潍坊等地的大型超市。此
外，舜王街道引导合作社或家庭农场加强与农
业龙头企业合作，推行“公司+基地+农户”、“企
业+合作社+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发展订单农
业，延伸农业产业链条，以此降低农业经营风
险，提高农产品质量。目前，已发展起“农”字号
企业31家，其中，潍坊市级龙头企业5家，诸城市
级龙头企业8家；建成企业自属大型饲养场69
处、种植基地2万亩。

诸城市用改革的办法和市场的力量推进结构调整，全面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

用创新的“手”翻低产的田

诸城市舜王街道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布局“一社区一特色、多社区一产业”———

一棚种三品 循环效益高

□ 本 报 记 者 张 鹏
本报通讯员 李 芳 焦自香

诸城市林家村镇境内的竹山，海拔402
米，这样的山在诸城境内并不少见，而这里却
成为诸城市金盛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转型升
级、实现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重要切入点。

竹山山系由主峰“竹节峰”和其它5座高
低错落的山峰构成，山体总面积2万余亩，森
林覆盖率高达97%，是密州国家森林公园植被
最茂盛的片区。每年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登山
探胜、露营体验。“卖房的去开山建景区，盖
楼的去种地搞生产，谁说不行？用创新的理念
去面对，产业链条会延伸更长。”诸城市金盛
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淑刚介绍说，
回归自然、乡村寻根，是现在的旅游热点，潜
力巨大。

2013年，金盛元公司取得了竹山的承包经
营权，开始对竹山进行综合开发。总的开发思
路是：以生态保护为前提，依托竹山丰富的自
然资源和人文景观，实施景区化布局、规范化
管理、产业化经营，做足做活生态农业与乡村
旅游的结合文章，打造集森林养生、温泉度
假、运动健身、休闲娱乐、民俗体验、篱园采
摘、户外拓展、房车露营等多种业态于一体、
特色鲜明的乡村旅游景区，撬动山东半岛城市
群中高端消费市场，增加山区农民收入，构筑
富裕农民、复兴农村的平台。

如今，旅游开发有序展开。该公司邀请上
海同济大学规划设计院的专家对景区进行整体
创意和规划，同时对区内基础设施和种植、养
殖板块投资建设。其中，修建环山路18公里、
登山路5公里、小型水库3座；铺设地下电缆
5000米、地下管道2000米；栽植板栗4000亩，

蓝莓、核桃、苹果等其它林果1000多亩，金银
花、丹参等中药材300余亩，茶树200亩；林下
生态养殖鸡、鹅等蛋禽3000余只。先期完工的
16栋森林木屋，一经投入使用，就深受广大游
客青睐，临近旅游旺季，被预订一空。

“生态农业是当今农业的发展方向，绿色
有机食品是人们实现温饱后追求健康养生理念
的更高选择，市场广阔。”按照自己对市场的
研判，2013年，刘淑刚带领公司员工先后在竹
山、林家村镇、皇华镇开始进行生态农业与乡
村旅游融合发展的项目开发。

去年，竹山、林家村、皇华三大基地出产
的绿茶、金银花、板栗等6种农产品通过了山
东省绿色食品认证。同时农产品经过深加工，
成为竹山游客喜爱的旅游商品。利用网络优势
资源，通过阿里巴巴、淘宝、微信等线上平
台，市场越做越大。

通过近3年的实践，金盛元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的三产融合发展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形成了以山水观光、乡村旅游、
生态农业、养老保健、休闲娱乐、生态食品加
工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农业特色系列品牌，正
在打造国家级生态旅游示范基地。不仅通过科
技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增加农业收入，而且加
强农业与观光旅游、耕作体验等业态融合，推
进农业向具有满足城市居民观光休闲需求、生
态涵养等功能深度拓展。

对于今后的发展，刘淑刚的想法是通过自
然资源开发、人文资源发掘、生态农业技术、
配套设施建设，打造独具特色的生态农业+乡
村旅游+产品加工流通综合体，“这个特色我
归结为‘七头’：有看头、有说头、有玩头、
有吃头、有住头、有想头，最后的落脚点是要
有赚头，带动周边村民实现增收致富。”

社会资本入农，商机在哪里?
◆三产融合，让产业链延伸更长 ◆农业也可有看头、有说头、有玩头、有吃头、有住头、有想头、有赚头

□记者 张鹏 通讯员 李敏 报道

清明节前后，位于诸城市贾悦镇的梅香园里的

梅花盛开。梅花以南方种植为主，在梅香园，梅花

北移后园区以杏树做母本，采用“高接换头”技

术，大面积嫁接南方梅花，成活率在95%以上。现

在梅香园有4000多棵梅花，因为成活率高，被列入

国家林科院科研成果目录。

卢山开发建设

现代农业观光园

尹瑞金脱贫记

图为刘文浩(左)在为尹瑞金讲解西红
柿得病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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