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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4月13日9点，寿光市洛城街道东斟灌
村，五彩椒大棚种植户李玉光打开水泵电源
开关，滴管管道内流出水，慢慢滋润彩椒。
然后，李玉光开着电动三轮车，去市场卖刚
刚采摘下来的彩椒。

“现在大棚里有滴灌设备，需要浇水
时，打开电源，就能自动滴灌。四五个小时
后再关上电源，地就浇完了。中间不需要专
门有人盯着，大大节省了劳力。”李玉光
说。

在李玉光新建的大棚里，除了能实现水
肥一体化的滴灌设备，还有大棚自动通风
机、自动卷帘机等多种新型装备。

前几年，李玉光一直在外做生意。2015
年，他回到村里，建起大棚，种植彩椒，重
新和土地打起交道。“这几年我看到菜博会
上有很多智能轻便的设备，种菜也没有那么
累了，就回来种地了。”李玉光说。

据了解，东斟灌村最近三四年新建的大
棚，全部安装了滴灌设备。寿光市高级农技
师刘天英说，水肥一体化技术具有节水、节
肥、省工等特点。寿光多个示范点的试验数
据表明，采用水肥一体化技术，节水30%-
60%，节肥30%-50%，每季蔬菜节省施肥打药
劳力10-15个。

“采用水肥一体化技术，能降低大棚湿
度，减轻病虫害发生，从而减少农药的使
用，保证了蔬菜质量安全。”李玉光说。

近3年来，寿光加大水肥一体化技术示范
推广力度，安排了12处大型试验园区，每处
面积都在500亩以上，并在蔬菜面积较大的村
设立示范区。“通过建立示范区，充分发挥
了辐射带动作用，加速了水肥一体化技术的
应用，目前全市推广面积达到了10万亩以
上。”寿光市农业局局长张茂海说。

东斟灌村党支部书记李新生认为，对东
斟灌村来说，菜博会最重要的意义之一是，
让村里的彩椒有了畅通的销路。

1993年后，东斟灌村北边和东边稀稀落
落建起蔬菜大棚，老百姓开始尝到了种菜的
甜头。“一大筐黄瓜能换来15张百元大钞，
远远超过了种粮一亩地的年收入。”李新生
说。

在寿光，高温蔬菜大棚的普及范本就是
黄瓜种植，黄瓜种多了，价格自然往下落。
到1998年，村里大棚更多了，可大棚户的收
益却不比从前。李新生考虑转变种植品种。

1998年，李新生带着村里4个带头户到昌
潍农校学习，捎回来一包彩椒种子，试种一
举成功。1999年秋天，东斟灌村的旧棚和新
建大棚全部栽上了彩椒苗。但到1999年底，
彩椒收获时，却没有市场。“当时人们都不

认彩椒，也没有菜商收购，找不到市场，彩
椒就坏了。”李新生说。

东斟灌村村委成员去酒店、超市推销五
彩椒，收效甚微。找到菜商，但他们觉得产
量不大，也不愿收购。2000年4月20日第一届
寿光菜博会开幕，东斟灌村五彩椒找到了黑
龙江边境的客户。“从此，我们村的彩椒畅
销到俄罗斯、新加坡等国家。”李新生说。

古城街道北洛村菜农燕兴华在第一届菜
博会上，就与北京农业大学、中国科学院、
山东果树研究所等科研机构有了联系。经过
专家、教授的指导，燕兴华创造了杏树当年
结果丰产的纪录。“要不是参加菜博会，我
们农民咋能和农学专家联系上。”燕兴华
说，“农业种植想走在市场前头，咱农民还
真离不开菜博会。”

看到菜博会上的复合椰糠基质栽培种植
模式，纪台镇茄子大棚种植户马进富很受启

发。“大棚蔬菜种植区由于多年重茬种植，
面临土传病害多发的问题。这种模式有效地
解决了土传病害问题。由于栽培基质每年重
新更换，大幅度减轻了土传病、细菌、根线
虫等对植物的危害，也解决了化肥农药过量
施用对环境造成污染的情况，既降低了成本
又提高了产量。”马进富说。

田柳镇袁桥村的唐光进，在西红柿大棚
内使用了熊蜂授粉。唐光进初次了解熊蜂授
粉技术也是通过菜博会。如今，唐光进已经
连续5年使用荷兰科伯特生物系统的熊蜂授粉
技术为作物授粉。

据了解，传统人工点花授粉后，花瓣会
残存在萼片下果肩部，不能自行脱落，必须
要人工摘花。否则在冬春季节极易被灰霉病
毒侵染而造成损失，而熊蜂授粉则大大降低
了发病率。

唐光进说：“熊蜂授粉最大的优势是节

省人工、绿色环保。传统的人工授粉会占用
大量的劳动力，一个大棚一个人通常要花费
两三天时间授粉。熊蜂授粉，不但省去人
力，而且这种纯天然的授粉方式，可以提高
蔬菜品质。”

“一项项新技术、一个个新品种，改变
了农民对传统农业的认识，提高了农业单产
效益，增强了生产安全性，解放了劳动力，
为寿光农业现代化发展带来了更前沿的理念
和空间。”菜博会组委会顾问张嘉庆说。

据介绍，第18届菜博会，将通过举办农
业科技大讲堂、农业实用技术讲座等，向广
大菜农零距离传授各种实用信息和种植技
术。

菜博会组委会主任王启龙说：“我们充
分发挥菜博会在农民与市场间的桥梁纽带作
用，让农业科技加快普及应用到农业生产中
去，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提供新动力。”

高效的水肥一体化技术，纯天然的熊蜂授粉方式

技术和市场，菜博会上找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原来的菜博会是农民的盛会，大家来
看产品、买种子、选项目。经过十多年的发
展，菜博会又被赋予了项目合作、拉动投资
和观光旅游等更多的使命。”菜博会顾问张
嘉庆说，如今的菜博会像是一场大家参与的
游戏，而游戏的背后是蔬菜产业的发展、科
技合作的开展、基础投资的拉动，还有对当
地旅游及服务产业的带动，其带来的价值已
经远远超越了展会期间的签约和交易数字。

据了解，截至2016年底，寿光菜博会实
现各类贸易额2080亿元，在国内外蔬菜及相
关产业领域产生巨大影响。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曾是各地政

府扩大企业发展空间、招商引资的有效方
式。但在会展经济舞台上，作为“搭台”者
的政府只能扮演组织协调或导演角色，引入
中介机构和社会力量，依靠市场渠道来办展
会。

2000年首届菜博会由寿光财政出资，为
了吸引人气，不仅不要门票，展位也一律免
费。出乎所有人意料，菜博会一炮打响。抱
着试试看的态度，菜博会组委会印制了部分
门票在后期进行销售，竟卖了33万元。“就
是这33万元门票收入，给了我们极大的信
心。”张嘉庆说。

第二届试行市场化运作后，展位最贵的
卖到了1 . 5万元，最便宜的卖到2000元。门票
收入也成为菜博会收入的重要部分。据介

绍，今年的室内外展位创纪录地增至2000多
个，但竞拍时仍“一摊”难求。张嘉庆认
为，菜博会走上了“以会养会”的良性循环
路子。

从首届展位不要钱，到第三届展位定价
招租最高3000元，到第五届展位拍卖价高达
56000元，再到当届展会拍卖下届展位，还有
广告权、冠名权的有偿转让，菜博会经济效
益逐年凸显。

“只有依靠市场机制，才能激活商贸元
素，提升档次，壮大规模，节省财政开支，
走向可持续办会的良性循环。”张嘉庆说。

寿光市农业局局长张茂海认为，菜博会
的成功举办，不但推进了寿光市乃至全国的
农业结构调整，加速了农业标准化进程，还

进一步带动了寿光外向型农业的发展，提高
了开拓国内外市场的能力。

张嘉庆说，菜博会搭建了一条中国农产
品走向国际市场的高速路，许多客商通过参
展参会，与美国、荷兰、俄罗斯、韩国等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上百
种经过深加工的优质农副产品，通过这里直
接销往海外。

瑞士先正达等10多个世界知名种子公司
先后进驻寿光，建立了实验示范和种苗研发
基地。“借助每年的菜博会，寿光的企业引
进了国外先进品种、先进技术、科技人才和
智力，提高了寿光农业的研发水平。”寿光
三木种苗总经理刘树森说。

菜博会实现2000多亿元贸易额

□ 本报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赵德彦

“咋回事呢？没少用心，没少施肥，西
红柿的产量和品质咋就上不去呢？”4月16日
上午，寿光市洛城街道韩家牟城的大棚种植
户韩成波，给卓尔生物打来电话咨询。

卓尔生物植保师李海燕赶到韩成波的大
棚，看到大棚土壤里长了绿苔，板结严重，
还有盐渍化。“绿苔是长期用氮磷钾肥料过
多形成的。你用的肥料过多，在土壤里都形
成肥害了。土地需要用生物菌肥养一养
了。”李海燕告诉韩成波。

“在大棚营造的温室环境中，蔬菜生长
快、产量高，需肥量自然就大。所以，根据
蔬菜需肥规律的大量施肥没有问题，但是不
能过量施用化肥。这些年农民在种菜中形成
了‘多施肥、多产出’的不科学的经验。”
卓尔生物总经理徐建伟说。

“建一个大棚要投入20多万元，谁不想
多用点化肥，多出点菜，多挣点钱。”韩成
波说。

李海燕说：“有些菜农施肥的老经验得
改一改了。”

寿光高级植保师刘兴文认为，化肥的过
量使用造成土壤板结、盐渍化，有机质含量

降低、活性微生物减少，种出的“瓜没瓜
味、果没果味”，产量不断下滑，甚至出现
“死棚”现象。

“原来，还真是土壤出现了问题。”韩
成波说，“我种了20年大棚，老是觉得自己
种得不错，要不是这两年西红柿产量品质下
降，我还真不会向别人请教。”

“更严重的是，土壤的失衡导致病虫害
不断增多。再加上大棚里温度高、湿度大、
不透风，病虫害治理难度更大。同时，农药
越 打 越 多 ， 让 根 结 线 虫 简 直 ‘ 无 药 可
救’。”刘兴文说。

菜博会上，卓尔生物打出了“健康土壤
捍卫者”的标语。徐建伟说：“我们在满足
作物健康营养的同时，更专注作物营养的综
合解决方案，在国内首创‘4S套餐管理’标
准化施肥模式，提出了‘种好地，先养地’
的科学理念。”

古城街道杨家村的李奇峰，就是使用生
物菌肥改良土壤的受益者。连续两年按照卓
尔生物的“4S套餐管理”施肥，李奇峰家的
西红柿大棚出现了蚯蚓。“现在大棚的土地
比较疏松，浇水后易渗透，不板结了，蚯蚓
都出来活动了。”李奇峰说。

之前，看到李奇峰的大棚土壤板结，李
海燕建议他使用生物酵母。“第一年就看到

了成效，西红柿个头大，颜色鲜艳，口感也
好。今年，土壤有了大变化，科学施肥真管
用。”李奇峰告诉记者。

“我们指导农民从科学施用底肥开始，
以有益微生物养地，依据不同作物、不同生
长期需肥规律，以化学肥料及功能性肥料的
合理搭配为基础，合理、科学施肥，力求以
最少的用肥量、最经济的投入取得最高的产
量和最大的种植收益，对土壤、水源、空气
等环境的不良影响降到最低。”李海燕说。

广西南宁市良庆镇菜农粱亦铭，4月16日
来到寿光，准备参观菜博会。今年春天，粱
亦铭种植的辣椒比同镇种植户提前1个月上
市，获得亩均多出600元的收益。“主要是我
种得早，还用了巧棵力生物水溶肥。”粱亦
铭说。

参观菜博会前，粱亦铭参观了志同道合
巧棵力生物水溶肥的制作工序。“没想到这
个肥料有11道工序，还有几项国家专利，这
样的品质确实让农户放心。”粱亦铭说。

志同道合肥业总经理孙荣建和农民打交
道时，发现农民用肥料过程比较复杂。有的
肥料要先化在水里，再浇到地里，很不方
便。于是，把水溶肥做成颗粒的念头在孙荣
建头脑中愈加强烈。在一次次的研发中，孙
荣建终于成功做出颗粒水溶肥“巧棵力”，

并在全国推广。
寿光市田柳镇北岭村农资经营户李强

说，生物菌肥近几年施用量约占该村大棚面
积的60%。

2011年，寿光市启动“沃土计划示范工
程”，推动测土配方施肥和新型肥料（微生
物肥、水溶肥）使用来引导菜农科学施肥，
逐渐改良耕地质量。寿光市农业局局长张茂
海说，生物菌肥，能有效改良土壤，激发土
壤活力。

据介绍，寿光通过集中招标，吸引了56
家肥料企业竞标。经过肥效试验与激烈竞
价，5家化肥企业以每吨1000元至1400元中
标，再扣除政府每吨补贴300元，参与“沃土
工程”的农户只需承担每吨750至1050元。

洛城街道东斟灌村的李宝先，在2014年
建好新大棚后就使用了生物菌肥。原来新大
棚所在地是老棚区，种了20多年，土壤存在
不同程度的板结。李宝先担心土壤不好，就
在地里撒了20公斤生物菌肥和2吨微生物有机
肥，还用上沤制好的稻壳鸭粪。这样一养
地，这两年多李宝先新棚内三茬彩椒，苗子
没有一棵死的。

“新型肥料，就是养地。”李宝先说，
“作为现代农民，不接触新东西不行，必须
不断尝试，才能种出好瓜好菜来。”

生物菌肥、水溶肥等纷纷亮相菜博会———

“新型肥料，就是养地”

□石如宽 报道
4月15日9时，寿光阳光春天农场，老师带领小朋友参观蔬菜。
农场分为儿童体验区、五谷杂粮区、小动物养殖区、中药种植区、垂钓区等。
小朋友来自寿光市洛城街道中心幼儿园。园长李华君说，以后将把阳光春天农场作为小朋友的教学活动实

践基地。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今年菜博会上，游客可以看到海底世界的景
观，也可领略火焰山、月牙泉等人文景观。海底
世界景观由玉米、柠檬、土豆等制作而成，而火
焰山、月牙泉则是仿真制作。今年菜博会还新增
沙漠及热带植物馆、高档花卉花艺馆，共创制
200余个蔬菜景观。

“能博得游客芳心，菜博会靠的是不断创新
求变，使其由一场农业、科技、交流的盛会，成
为具备观光休闲、文化传承、生态科普、互动体
验等多项功能的旅游盛会。”寿光菜博会顾问张
嘉庆说。

连续多年参与菜博会景观设计的杨国春说：
“景观创意是吸引游客一年又一年来到菜博会的
重要因素。来菜博会的人，一类是观光旅游的，
一类是学技术购产品的。随着菜博会逐渐成熟，
我们更要做足功课，把更多普通游客吸引进
来。”

据介绍，第四届菜博会首次采用了瓜果造景
观的创意，也是从这届开始，农业观光游逐渐显
现。2005年第六届菜博会，参观人数首次突破百
万，随后几年连创新高。第十一届菜博会吸引参
观人数达到186万，到第十七届菜博会，已累计
有2400万人次参加菜博会。

“把蔬菜融入文化元素，是菜博会拓展农业
观光旅游功能的重要举措。”张嘉庆说。

最初，看到月饼包装盒里的大米、玉米、绿
豆等粮食组合，张嘉庆得到启发。他组织人员把
粮食种子和蔬菜种子作为素材，粘到各种造型
上，推出了“种子景观”。插花艺术也让张嘉庆
找到灵感，把“花”换作“果”，把蔬菜果实艺
术化。

“增加了看点，增加了亮点，增加了趣味
点。”张嘉庆说。

菜博会组委会宣传部部长李可一说，从2000
年起，菜博会一年一次，年年火爆，届届成功，
究其原因，离不开蔬菜文化景观。

寿光市旅游局局长李勇认为，由创意喷薄而
出的农业观光催动寿光旅游产业链发展。从第四
届菜博会首次采用瓜果造景观的创意开始，寿光
农业观光游乍现，“小景观”终于变成“大景
点”，并带动了全市的旅游业飞速发展。

8号厅是历届菜博会上蔬菜景观精品集锦
厅，也是景观创意最亮眼的展厅。第十二届菜博
会上，尽显民族风情的两条金龙飞舞盘旋，作
“迎客”状，这便是“双龙戏珠”景观。这个景
观共用各类粮食及蔬菜种子120万粒，由20名能
工巧匠耗时50天精心镶嵌而成，景点设计融农耕
文化和华夏民族文化于一体，让“中国蔬菜之
乡”这一品牌更具历史渊源。“江山多娇”景
观，“姜”山用10吨原生态生姜制作而成。

第17届菜博会上，8号厅展示了绿染海国、
绿色文明、绿色世界等景观，用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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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8号厅，大型景观绿色传奇讲述了
“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神农尝百草”“神
灯圆梦”等中外传奇故事。景观绿色美德，展示
了“百里负米”“千里走单骑”“孔融让梨”等
典故，诠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
智、信”。

据了解，每一届的蔬菜景观，早在一年前菜
博会组委会工作人员就开始构思了。

“第17届菜博会开幕后，我们设计部人员就
开始考虑第18届菜博会的蔬菜文化景观了。”菜
博会组委会设计部长张建卫告诉记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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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再次详细沟
通。

“每届菜博会确定主题景观，都是一件非常
痛苦的事情，无数人为之思索，讨论，甚至激烈
争吵。”张嘉庆说。

梳理菜博会的历史，发现2003年和2004年，
“菜景结合”和“节会结合”成菜博会亮点。
2006年至2008年，是寿光农业观光旅游的迅速发
展年。通过设立台湾农产品展区，使台湾农产品
进入大陆北方找到了“登陆点”。2009年，寿光
蔬菜高科技示范园荣获国家4A级旅游景区。2010
年，国内首家蔬菜博物馆落户寿光并建成启用。
2011年，智能化蔬菜机器人亮相。2012年，600名
海内外记者聚焦寿光。

“科技好推，产品好卖，技术好学，文化好
看，旅游好玩，从而让菜博会成为寿光重要名
片。”张嘉庆说，“我们千方百计办出新特色。
换句话说，推陈出新，是唯一的路子。”

□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报道
本报寿光讯 记者从寿光市物流园价格指数

检验检测中心获悉，4月10日至16日，寿光农产
品物流园蔬菜价格定基指数为102 . 41点，较上周
110 . 48点下跌8 . 07个百分点，环比跌幅7 . 3%，同
比跌幅28 . 7%。蔬菜总体交易量环比持平，同比
减少13%。

价格指数检验检测中心经理隋玉美分析，三
个方面原因影响指数下跌。一是受气温不断上升
影响，省内及地产菜进入采收旺季，供应份额明
显放大，质优价低的时令春菜拉低了市场整体价
格。二是部分应季蔬菜如鲜蒜苔、大白菜、鲜土
豆等开始批量集中上市，供应趋于饱和，价格出
现较大幅度下降。三是蔬菜货源产地逐步由省外
转向省内及本地，生产、收购、运输等环节成本
有所降低，助推菜价下行。

随着气温不断升高，市场时令蔬菜上市量将
进一步增加。北方省份供给也陆续充足，外调需
求会相应减弱。隋玉美预计，蔬菜价格指数仍有
一定的下降空间。

蔬菜价格明显下跌

■中国·寿光蔬菜指数

菜博会，何以成为

寿光新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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