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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后，提高了水分生
产效率。通过跟踪调查，我们发现，节水率达
到30％-60％，节肥30％-50％。设施蔬菜平均
亩增产460公斤左右，每亩节本增收800元。”4
月21日，在2017中国(寿光)节水农业暨水肥一体
化技术材料设备交流研讨会上，寿光市水利局
副局长于朝波说，但这种节水又节肥的技术，
目前在推广上仍有较大难度。

据了解，作为“中国—以色列示范水城
市”，寿光积极应用大棚蔬菜水肥一体化、微
喷滴灌等农业节水新技术。目前，寿光共安装
微灌带4万公里，灌溉面积61 . 1万亩，年节约用
水2600万立方米。

洛城街道浮桥村是萝卜种植专业村，“浮
桥萝卜”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证。浮桥村
村民傅玉奇种了3个大棚的萝卜，每个大棚占
地3亩多。最近三四年来，他一直采用水肥一
体化技术。

“在萝卜生长前期，如果水肥用量过大，
容易造成萝卜旺长，导致毛细根增多，影响萝
卜的外观，客商不愿意收购。用上水肥一体化
技术后，能精准控制浇水和施肥的量，明显提
高了萝卜品质。”傅玉奇说。

位于稻田镇的欣欣农业示范园，采用了多
项以色列节水技术。如酷耐特雾化喷头，水分
超细化，没有水滴，还可以小水勤流，根据土
壤张力进行灌溉。该园区还有小水滴均匀喷洒
技术，3秒到5秒大棚就可以降温10多度。欣欣
农业示范园管理员李洪凯说：“省水省时省
工，精准灌溉施肥，作物生长更好。”

“微喷灌亩均投资约1700元，滴管设备亩
均投资约2000元-3000元，较高的价格影响了节
水设备推广。”于朝波说。

山东圣大节水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了一系列
“水肥一体化”新产品，并积极进行推广。

“从控制一两个大棚、三五亩地、造价三
五千元的简易型水肥一体机，到控制几百亩
地、造价三五万元的智能化水肥一体机，我们
都有。”圣大节水公司经理赵一强说，公司还
引进了国外先进的传感器，把水的EC/PH值、
土的EC/PH值、温度湿度、风、雨、光照等气
象要素融合于水肥一体机，让水肥一体化实现
智能化。

赵一强说：“我们的产品让使用者轻轻松

松就可以完成对作物水肥一体化的管理。目前
经多方实验，可以实现节水、节肥、节人工达
到30%以上。同以色列、荷兰等智能水肥一体
机相比，我们的价格更具优势，推广潜力更
大。”

记者了解到，圣大节水的智能水肥一体
机，可控制灌溉面积20亩-200亩，也能根据农
作物种类选择多种灌溉方式，可以检测显示温
室大棚内的温度和湿度，能够执行精确的施肥
控制过程。

于朝波认为，与农业水资源开发利用相配
套的投融资、用水管理以及水环境管理等一系
列政策和法规，还需抓紧出台和进一步完善。
对工业生产等挤占农业水源的问题，没有形成

补偿机制，影响农业水资源的保护和调控。水
价形成机制不健全，农业水费征缴制度亟待完
善。

“由于受传统灌溉观念和宣传不到位等因
素影响，人们对节水灌溉的认识程度不高，导
致用水户节水意识差。”于朝波说。

赵一强发现，水肥一体化需要相应的水溶
性肥料，而国内的水溶肥无论在有效养分含
量、产品质量、肥效、对植物安全性等各方面
均难达标，也影响了相关技术推广。

由于水肥一体化使用者接受程度参差不
齐，推广资金不够，科研、教育、推广相脱
节，农技推广人员的积极性不高等，也是推广
这一技术需要克服的障碍。

据了解，以色列农业的成功得益于集约化
以及完善的农业科研开发、技术推广和服务体
系。在以色列的农民中，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
占到47%，其他至少是高中文化程度。高素质
的农业劳动力为学习、运用先进的生产、管理
技术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同时也使农民更乐于
接受新的技术和服务，为农业发展创造了很好
的条件。

“以农业水价改革为契机，进一步加大制
度创新力度，不断完善农业用水管理，建立水
价改革、水权分配、水资源节约保护利用以及
占用农业水源补偿等较为完善的政策、法规支
撑体系，努力形成低效用水的约束机制。”于
朝波说。

□ 本报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4月26日早上4点，寿光市洛城街道东斟灌
村，尹成友起床，简单洗刷后，就骑着电动三
轮车，来到彩椒大棚内摘彩椒。“一次摘下

300多公斤，能卖2000块钱。”尹成友说。
两年前，尹成友在烟台一家公司工作了5

年多。“公司工作也不错，但老家发展很快，
靠着种五彩椒大棚，家家户户都有了小轿车。
我也想着回来，帮父母一起干。”尹成友说。

尹成友的大棚用上了自动卷帘机和滴管设
备。“现在种菜和我小时候完全不一样了，没
有了重体力劳动，主要是管理和防治害虫这些
轻体力活儿。”尹成友说。

在寿光，轻松种好菜已渐成现实。通过推
进“旧棚改新棚”工程，寿光去年新建大棚
1 . 1万多个，面积6 . 3万亩，推广应用了物联
网、水肥一体化、温湿度及光照自动控制等技
术。

寿光市农业局局长张茂海说：“先进技术
应用，大幅提升了蔬菜生产的设施化、自动化
水平，不仅保障了蔬菜品质，还降低了劳动强
度。”

东斟灌村党支部书记李新生说：“以前，

种蔬菜是个辛苦活儿，年轻人不愿意干。现在
不同了，村里一些年轻人回来了，寿光新一代
菜农亮相了。”

文家街道桑家营子村菜农桑龙海，用了一
年新大棚后感觉很好。经过一年对比他发现，
水肥一体化技术使化肥投入减少了60%，省出
来4000元。新棚病虫害以预防为主，农药使用
很少，投入减少约90%。同样种茄子，新棚亩
均增产约30%。

“新大棚自动化水平高，管理用工减少了
一半。以前，我们两口子种两个旧棚，很累，
年收入很难到15万元。换了新棚后，两人管理
一个棚，很轻松，年收入达到了20万元。”桑
龙海说。

古城街道90后年轻人郑言方，投资120万元
承包37亩土地，新建了7个现代化蔬菜大棚，
2016年实现纯收入近50万元。台头镇85后女大
学生李蜜蜜，投资100万元建设多肉植物种植
棚16个，去年营业收入200万元左右。

张茂海说，寿光许多年轻农民实现了由
“棚二代”向“农民创客”的转变，成为新一
代“职业农民”。目前，寿光市劳动力出现由
二三产业向农业逆向转移趋势，返乡创业、回
村种棚，在寿光已成为一种潮流。

化龙镇郝屯园区，埠一村29岁的孙春亭曾
在工厂上班，2016年第一次种植大棚。从去年
7月到11月，第一茬黄瓜，孙春亭收入7万多
元。如今，他正在管理着第二茬黄瓜。“种
菜不是想象的那么难，那么累，关键是自己
掌握时间，自己说了算，自由自在。”孙春
亭说。

李新生说，寿光现在建设的新大棚，棚体
更大更宽，普遍应用了水肥一体化和自动防
风、喷淋等温湿度控制技术，很多年轻人用手
机就能控制大棚卷帘、温湿度调控、浇水等环
节，劳动强度大大降低。再加上技术上有老一
辈菜农传帮带和合作社的指导，收入远超打工
收入，年轻人自然就回来了。

种大棚收入远超打工，年轻人逆势回流农村

寿光“棚二代”向“农民创客”转型

水肥一体化技术受一次性投入较高及制度不完善等制约

节水又节肥，依然推广难

□石如宽 报道
第十八届菜博会

水肥一体化展示厅，
厂家工作人员在向游
客介绍管道的特点。

□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报道
本报寿光讯 记者从寿光蔬菜价格指数检验

检测中心了解到，4月24日至30日，寿光农产品
物流园蔬菜价格定基指数为102 . 92点，较上周
99 . 90点上涨3 . 02个百分点，环比涨幅3 . 0%。其
中，白菜类上涨明显，涨幅为72 . 5%，茄果类、
水生类、菜豆类、菌菇类、甘蓝类涨幅较小。

价格指数检验检测中心经理隋玉美分析，指
数出现小幅反弹原因有三：一是“五一”前夕，
终端市场需求开始向好，市场购买力上升，菜价
呈现节日性上扬。二是受季节性因素影响，部分
蔬菜进入销售尾期，如大白菜、菜花、西葫芦，
市场供应减少且不能满足需求，导致价格上涨。
三是部分地产大棚蔬菜如红椒、圆椒采摘高峰期
结束，出现“断茬”现象。

隋玉美认为，5月后天气渐热，各地蔬菜生
产进入旺季，北方露天菜陆续小量上市，预计后
市蔬菜价格指数将呈现季节性下降趋势。

蔬菜价格小幅上涨

■中国·寿光蔬菜指数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一个人遇到一个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是
一辈子的指路明灯。马兴玉老师教给我知识、教
给我做人的道理，让我受益一辈子。”寿光中学
51级二班的学生、今年82岁的张奇文说。

马兴玉1928年出生于泰山脚下，1949年参与
寿光中学的复学筹建工作，1978年底离开寿光中
学到昌潍师专任教。1986年6月，马兴玉因病去
世。

在今年的“师德师风建设月”活动中，寿光
中学举办了马兴玉老师师德追思活动。

“马兴玉一生忠厚淳朴，无私奉献，风高范
远，真正体现了我校‘真朴和乐，自强不息’的
精神，是学校深厚历史文化的宝贵财富，值得广
大教师敬仰、传承和学习。”寿光中学校长黄本
东说。

独特的学生联络图
1951年张奇文入学后，马兴玉担任导演，编

排话剧《龙须沟》，张奇文饰演主人公程疯子。
“马老师，一句一句地教我们对白，一个手

势一个手势地教我们台相，一吃过晚饭就教我们
排练，家务一点也顾不上。”张奇文说。

1977年恢复高考的第一场考试，马兴玉担心
学生们准备不充分，自己拿钱买了许多铅笔、橡
皮和三角板，并连夜把铅笔削好，在考场外送给
那些没带做题工具的学生。

马兴玉的小儿子马东宁记得父亲有一个专用
笔记本，记录着每个学生的家庭、学习、成长和
毕业后的发展情况。“父亲的床头上有一张特殊
的中国地图，密密麻麻标注着学生的毕业去向和
工作状况。这是我父亲独特的‘学生联络
图。’”马东宁说。

1978年，寿光中学高十级学生崔金龙参加高
考体检，因紧张等原因血压过高，马兴玉送来食
醋，想尽办法帮着联系体检医生复检。

马兴玉去世时，潍坊、寿光两地的300多名
学生为他送行。2008年清明节，6位70多岁的老
人，驱车240公里赶到泰山脚下为马兴玉扫墓。

教学多面手

“他从小学教师最后到大学老师，他也种过
菜、养过猪、赶过毛驴车、做过食堂伙食工和后
勤杂务人员。”黄本东说。

“从教的30多年里，马老师不仅备课认真仔
细，课堂风趣幽默，教课深入浅出，而且还克服
困难，搞教改，研教具，写论文。”张奇文说。

马兴玉研制的“连通管水平仪”，既可以测
高程，也可以量小面积水平面，造价只有几元
钱，1965年在全省教具展览会上展览推广。马兴
玉研发的“立体几何万能教具台”，可以在教具
上摆出所有教材上的定理习题，并作概念演示，
变抽象为具体。该教具曾多次在全省展出。业余
时间，马兴玉自筹资金拍摄了一些数学教学幻灯
片。1978年底，马兴玉调入昌潍师专后，不顾体
弱多病，又编写了《初等几何定理分类表》，限
于当时的印刷条件，马兴玉亲自用毛笔一笔一画
将该书制成册子。

“他十分重视教学经验的总结，撰写的论文
《通过调查研究改进几何教学》和《弓形面积计
算》分别发表在《数学通报》和《数学资料》
上。”马东宁说。

“他积极探索的课堂教学改革，就是今天仍
在大力提倡的启发式教学。”寿光市教育局局长
李玉明说。目前，寿光中学档案室能查到76年以
前的学生档案。“这些档案就是马老师保留下来
的。”黄本东说。

遇坎坷从不抱怨
1957年底，马兴玉受到错误的处理，工资由

每月64 . 5元降为39元，直至1979年底组织上予以
平反恢复待遇。“在受到错误处理的22年里，马
老师一直埋头工作，从无怨言。”寿光中学54级
校友韩冠生说。

文革中，他在伙房烧火，不仅努力把火烧好
烧旺，而且千方百计研究如何节煤省柴，硬是把
学生每人每年烧煤1 . 2元的成本降到0 . 5元。让他
喂猪，马兴玉又一心扑到猪圈里，硬是在一年内
把几头小猪养成了一个个500多斤的大肥猪。

“父亲虽一生坎坷，历尽困难，但始终积极
向上，从不气馁，从不抱怨。这给我们树立了很
好的榜样。”马东宁说。

1973年夏天，马兴玉患鼻咽癌后，并没有被
疾病吓倒，而是以“既来之则安之”的精神，一
方面治疗，一方面继续工作。1979年秋，马兴玉
鼻咽癌复发，到济南放疗一结束，又回到学校继
续教学，直至1983年初因脑血栓身体不能行动才
放弃教学。

“以对党和人民、对教育事业高度负责的态
度，以马兴玉老师为榜样，发自肺腑地爱学生、
爱岗位、爱学校，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全
面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把全市教育推进到一个新
高度。”李玉明说。

马兴玉：学生的指明灯

□ 本报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付洪亮

4月22日上午，寿光市纪台镇郭家庄村，
村民孟爱娥穿过门口东边的胡同，来到后街
的邻居家串门。而在4月15日之前，要去后
街，孟爱娥要沿着中心大街走到东面，绕道
180米才能到后街邻居家。

“村西边的50户人家，每条胡同都搭建
了车棚、仓库，4条胡同堵得死死的。”孟爱
娥说，“我的小卖部也很少有人光顾，生意
惨淡。”

4月18日，郭家庄村所有的胡同被打通，
全部违法建设被拆除。“现在走在村里很透
气，我觉得我的小店慢慢也会好起来。”孟
爱娥说。

“我们村一直进不来出不去的，这是30
年来第一次这么敞亮。”村民杨凤秀说。

郭家庄村的改变，得益于纪台镇集中开
展的清理违法建设行动。“我们将全镇1805
处乱搭乱建全部登记在册，建立工作台账，
标注各处违建详细情况，做到底子清、情况
明、重点突出、有的放矢。”纪台镇长贾立
生说，到4月19日，全镇所有的乱搭乱建已经
全部清理干净。

村干部以身作则拆违建

郭家庄村共有550口人，130多户人家。其
中，乱搭乱建有73户，在宅基地以外占地的
有32户。

“村中没有坚强的领导班子，前面的规
划没有完成，造成混乱局面。”纪台镇东方
片区党总支书记杨春波说。

“这都是多少年积累下来的问题，一下
子拆除太难了。”郭家庄村村委成员孙田川
说。

孙田川自家就有一个违建棚子。2016年11
月底，儿子的汽车维修门头停业后，为了盛
放工具，孙田川花4500元，在门前建了5米长4
米宽的棚子。

“我的房子建了6年了，一直没有搭棚
子。去年，没有办法才搭建了。”孙田川
说。

4月12日，村里开拆迁会，要求14日开始
拆除。13日晚上，孙田川说了拆棚子的事，
遭到全家反对。“你扒了，别人不扒，咱不
吃亏了？” 孙田川的儿子说。“我是村干
部，咱不带头，村里工作咋开展？”孙田川
回答。

虽然家人反对，14日一早，孙田川动手
扒棚子时，家人没有阻拦。

西高村党支部书记孙振刚家里开着超
市，平时货物都放在门前的棚子里。刚开完
拆迁会，孙振刚和妻子就把货物全部搬回店
内，拆除了棚子。“村民看我带了头，其余
92家没用做工作，都拆除了违法建设。”孙
振刚说。

“充分发挥村两委成员和党员干部主观
能动性，凡是涉及村两委成员和党员干部的
乱搭乱建，一律带头拆除，起到了很好的示
范引领作用。”纪台镇党委书记刘玉玲说。

9名村党支部书记齐上阵

“房子规划面积小，东西没有地方
放。”“我拆了，别人不拆，怎么办？”
“棚子里住着老人，拆了去哪住？”

这是郭家庄村村委成员去户里摸底时村
民的反应。“群众抵触心理很大，对村委不
信任。下通知，递到手中，当场就扔了。”
郭家庄村村委成员张宗信说。

入户前，郭家庄村内大喇叭、城管执法
车循环播放拆除违法建设的信息。“形成强
大舆论引导，充分发动群众自己动手，主动
拆除。”杨春波说。

看到郭家庄村工作进展缓慢，纪台镇党
委和东方片区研究决定，让该片区其他9个村
的党支部书记一起帮助郭家庄村。

拆除中，纪台镇以总支为单位，将所有
包村干部和村两委成员统一分组，实行包街
包巷制度，集中行动，形成合力。

齐家村党支部书记齐华丰说：“我们在
完成环境整治的基础上到郭家庄村帮忙。其
实，在现场，大家都不是帮忙，而是当成自
己的事情干。”

9位村党支部书记，分成9个小组，在村
委成员带领下入户做工作。“他们都有丰富
的群众工作经验，又有许多同学、亲戚在村
里，工作开展就容易多了。”贾立生说。

齐华丰分到1组，其中一户是开大棚棉被
加工厂的，棚子内储存着各种加工原料。
“真拆啊。”“真拆。”一小时后，棚子内

原料运走，大棚顺利拆除。
“讲清楚，说明白，百姓就能接受。”

齐华丰说。

每天村内步行1 . 5万步

4月18日13:20，纪台镇青邱村村委大院会
议室，纪台镇副镇长李兰娟正在给村班子成
员开会。

“今天下午村委成员及亲戚家的违法建
设，全部清出来，个人拍照发到微信群里。
然后，我来验收。”李兰娟说。

会上，村两委成员对村内特殊情况的3户
人家进行无记名投票。投票结果是，同意拆
除。

开完会后，李兰娟赶往寨子村。“寨子
村还有几户就收尾了。我得盯着，编筐编
篓，重在收口。”李兰娟说。

集中拆除违法建设过程中，李兰娟每天
步行约15000步。李兰娟说：“干了工作，还
锻炼了身体，也与百姓结下了友谊。”

青邱村的包村干部王月萍已怀孕7个月，
不能动手干活，她就做群众思想工作，还负
责拍照宣传。

“照片传到镇村干部的‘撸起袖子加油
干’微信群里，随时公布工作进度，形成你
追我赶奋力超越的大好局面。”贾立生说。

“从群众关心的事抓起，让干部沉到一
线，依法治理违法建设。”刘玉玲说，“只
有彻底清理农村乱搭乱建，才能为美丽乡村
建设清出好底子、打牢好基础。”

党员干部带头干，纪台镇拆除1805处乱搭乱建

堵了30年的胡同，通了

□石如宽 报道
寿光市洛城街道东斟灌村年轻农民尹成

友，在自家大棚内管理五彩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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