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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宝禄一号番茄，连续结果能力强，每亩产
量可达8000公斤，平均单果重185克。”4月30
日，菜博会1号馆二楼，三木种苗业务经理刘钊
正在向参观者介绍公司自主研发的番茄种子。

今年的菜博会上，三木种苗展示了10个品
种。据介绍，该公司选育的新品种“寿研一号”
甜瓜占据设施早春栽培市场的50%以上，“长
剑”“欢乐”辣椒占据国内同类品种销售市场的
50%左右。

“我们展示的全是自主研发的辣椒、番茄品
种。长剑、欢乐辣椒是前年研发出的杂交辣椒，
耐高温，产量高。”刘钊说。

不仅三木种苗，潍坊科技学院、寿光蔬菜种
业集团、新世纪种苗等育种企业，已与中国农科
院、中国农大、东北农大等13家院校合作，借力
开展蔬菜新品种研发，寿光蔬菜育种已整体进入
商业化合作育种阶段。

目前，寿光已建或在建的研发中心达13家，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蔬菜品种达46个，种苗年繁
育能力达到14亿株。寿光已连续四年举办“中国
（寿光）设施蔬菜品种展”，每年集中展示蔬菜
新品种3000多个。

“这个寿研273种子具有耐热、早熟、抗死
棵等特点，非常适合早春、越夏种植。”寿光蔬
菜产业控股集团展位，销售经理丁瑞正在向参观
者展示自主研发的“寿”字号西红柿、辣椒、黄
瓜等种子。

丁瑞说，参展10天来，展位已有上千位客户
前来咨询，800多位客户留下了联系方式。

寿光红日种苗是一家以番茄为主的种苗公
司，该公司粉红果番茄苗子80%用的是国产品
种。“国产的粉红果番茄无论是产量还是抗病
性，都优于国外的品种。”红日种苗总经理郑春
之说。

寿光的菜农，90%以上不再直接种种子，而
是选择购买种苗进行种植，特别是茄果类。郑春
之说：“种苗娇贵，专业的育苗大棚更有优
势。”

潍坊科技学院拥有硕士以上学历的蔬菜花卉
育种团队57人，拥有各类亲本材料近2万份，自
2013年以来累计通过鉴定的蔬菜品种达22个。

“立足寿光蔬菜产业的雄厚基础，学院重点
推进了蔬菜方面的学科建设，提升了学院发展水
平。去年以来，学院又成立了潍科种业科技有限
公司，力争成为育繁推一体化的大型综合性农业
龙头企业。”潍坊科技学院贾思勰农学院院长李
美芹说。

三木种苗已培育出瓜菜新品种160多个，通
过省农作物品种审定4个、申请国家品种保护6
个、组织进行成果鉴定10个。“没有高端人才，
我们无法与国外大型种子公司抗衡，也无法抢占
种子行业制高点。”三木种苗总经理刘树森说。

在三木种苗的研发团队中，有中国工程院院
士吴明珠和研究员伊鸿平、中国农科院研究员徐
永阳、山东省农科院研究员焦自高。为吸引高端
人才，三木种苗专门投资5000万元建立了现代种
业科技培育中心及三木育种研发基地。

三木种苗研发的中宝番茄种子，国外同类产
品卖到一袋360元左右，而三木种苗生产的仅卖
180元左右。“给老百姓省了钱，公司也赚了
钱。”刘树森说。

寿光是蔬菜之乡，蔬菜的种植面积和产销量
居全国之首，但最核心的蔬菜育种，此前却一直
掌握在荷兰、以色列、美国、瑞士等西方国家手
中。

近年来，寿光在蔬菜种业发展上频出重拳。
2012年，寿光制定了《加快蔬菜种业发展的意
见》，每年整合2亿元，支持蔬菜种子研发和种
苗繁育产业，打造中国蔬菜种业“硅谷”。2013
年，农业部与我省签署合作备忘录，在寿光规划
建设了占地138亩的国家现代蔬菜种业创新创业
基地研发中心和150亩的配套示范试验区。美国
孟山都、瑞士先正达、荷兰瑞克斯旺等国际知名
种子公司，以及中国农科院、国家蔬菜工程中
心、中国农大等，都在寿光设有分公司或建有研
发中心。

有了政府做后盾，寿光蔬菜育种引才工作打
开了突破口。三木种苗、蔬菜种业集团、鲁寿种
业等众多公司，先后引进了国家“千人计划”专
家和泰山学者4名，“双百计划”专家25名，打
造自己的育种研发团队。

寿光市农业局局长张茂海说，寿光自主研发
的种子不仅在国内赢得了好口碑，而且开始走出
国门，打开了越南、伊朗等国家的大门，并逐步
向发达国家种子市场迈进。

□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报道
本报寿光讯 记者从寿光菜博会组委会宣传

部获悉，今年“五一”三天假期，菜博会共接待
国内外游客60 . 5万人次。

“三天假期，会场内人流如织，摩肩接踵，
会场外各停车场爆满，展馆内外都挤满了参观的
游客。”菜博会组委会宣传部长李可一说。

今年是寿光举办的第十八届菜博会，该展会
共设1个主展区和12个分展区。主展区展览总面
积45万平方米,设12个展馆、大棚优质高效示范
区、蔬菜博物馆和广场展位区。12个分展区全面
展示寿光农业产业化、标准化、国际化水平。

据了解，本届菜博会共展示国内外蔬菜品种
2000多个，新增品种302个，集中展示生物组培
技术、椰糠基质栽培技术、水肥一体化技术、信
息化温室远程控制等先进技术105项，栽培模式
87种。本届菜博会还新设立荷兰设施园艺馆和国
际节水农业与水肥一体化展区。

□ 本报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刘瑞全

4月23日上午，第十八届菜博会“菜王、
瓜王”颁奖仪式上，寿光稻田镇东稻田村大棚
种植户刘忠诚选送的茄子被评为“茄王”。

“我选送的茄子平均长45公分、重600
克，糖分高，色泽鲜亮，又嫩又大，很适合食
用。”刘忠诚说。

1997年，刘忠诚就开始种植大棚。从2015
年开始，刘忠诚连续3次参加“菜王、瓜王”
评选活动。第一年参加评选时，刘忠诚选送的
重850克、长40公分的茄子，因达不到优质
果，只获得入围奖。去年，他携35公分长辣椒
再次参选，比当年辣椒王虽然重量多于对方，
但长度少了2公分，也只是入围。

“今年成为茄王，是多年坚持的结果，也
是菜博会上不断学习的结果。大家互相比一
比，看一看，才能取长补短，种出好菜好瓜
来。”刘忠诚说。

菜博会组委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隋申利
说：“这届瓜王菜王大赛，我们从社会各界收
集到了200多份展品，最终评选出了10个菜王
和瓜王。”

菜王瓜王背后都有新技术

虽然是1997年建设的老式大棚，但刘忠诚
的大棚内，自动放风机、大棚卷帘机、滴管等
现代农业设施一点不少。“省时省力，更重要
的是为蔬菜创造了一个适宜的生长环境。”刘
忠诚说。

在滴管设施上，刘忠诚安装了一台弱碱增
氧微分子发生器。“别看这个设备不起眼，它
让作物根系强壮。根强则苗壮。”刘忠诚说。

一根重750克、长60公分的黄瓜，让洛城
街道的李金亭成为本届菜博会上的瓜王。

“我的大棚是新式大棚，又参与了市重点
扶持的沃土工程。土壤好，种菜下功夫，就会

有好菜。”李金亭说。
在小西红柿菜王评选中，有十几个品种参

选。最终，山东万象生物选送的“金宝”以
11%的甜度夺冠。“皮薄汁多清甜，通体呈黄
色，糖度高，口感好。”万象生物工作人员唐
莉说。

这是万象生物采用椰糠栽培技术种出的优
质果。小西红柿生长在椰糠栽培槽内，一根根
管道给输送养料。在栽培过程中，万象生物还
应用了粘虫板、黑光灯治虫、紫外线杀菌、熊
蜂授粉等先进的防虫害技术。

“椰糠栽培技术虽然一次性投入较大，但
种出的果菜优质高价，可以弥补前期的投
资。”唐莉说。

圣城街道东石村沈凯凯参赛的巨型南瓜重
达100多公斤，成为南瓜王。“考虑到运输等
方面的因素，这次我选了个果型好看，重量达
标的南瓜。今年棚内的47个南瓜，最重的150

多公斤。”沈凯凯说。
巨型南瓜长得最快时容易开裂，这时就得

在温度和湿度等方面加以调控，稍有差池，南
瓜就会“自毁”。沈凯凯说，在巨型南瓜的培
育期，科学配比营养很关键。

好瓜好果离不开管理

虽然获得瓜王称号，李金亭觉得自己的黄
瓜还可以更好。“菜博会期间，大棚黄瓜已经
进入收尾阶段，并非黄瓜盛产期。”李金亭
说。

接到评比通知后，李金亭在棚里重点培育
了几株黄瓜，在一棵黄瓜上只保留两个瓜条。
“瓜条只能2个，不能多也不能少。”李金亭
说，种好菜关键还是在管理上下功夫。

在黄瓜不同生长阶段，对水分的需求不
同，幼苗期需水较少，开花结果期需水量大，

缺水了就会化瓜或者畸形。另外，温度光照因
素也很重要。这是李金亭多年来摸索出来的经
种植经验。

刘忠诚认为，种好菜品种很重要，管理要
精心，水肥管理都要跟上。

稻田镇的陈经洪今年获得尖椒菜王。去
年，他参加菜王瓜王评选，在重量上有一点劣
势，与菜王失之交臂。陈经洪说，夺冠关键是
术业有专攻。

陈经洪种植大棚13年，最初他曾想搞多元
化种植，在种植上走了不少弯路。“那时候跟
风种植，什么蔬菜价格好就种什么菜，结果一
个大棚搞成四不像，种出来的蔬菜也是优劣参
半。”陈经洪说。

后来，陈经洪专心种植尖椒，谁家有好的
种植经验就去请教。几年下来，他成为附近村
尖椒种植能手。“看着辣椒每天长势不错，从
重量到瓜条样样占优势，心里就有底了。”陈
经洪说。

让更多人分享寿光经验

“虽说夺冠，但不能骄傲，明年继续努
力。”刘忠诚说，菜王、瓜王评选是技术交流
的舞台，大家可以面对面切磋种植经验，也分
享自己的技术给需要的菜农，惠及更多的人。

李金亭说：“评选台上，年轻人占了一
半，我最大的竞争力还是经验。明年菜博会，
我还要和这些后起之秀较量较量。活到老学到
老，共同把寿光的蔬菜竞争力延续下去。”

沈凯凯的父亲沈文欣，连续几届凭着巨人
南瓜在菜博会上夺冠。“父亲是老一辈菜农，
我是新时代的菜农，我要做的就是继承创新，
让巨型南瓜走出寿光，走向世界。”沈凯凯
说。

“菜王瓜王评选活动，充分展示了广大菜
农的智慧和创造力，也促进了种植技术的交流
和提高，带动农业发展上了新台阶。”寿光市
副市长王丽君说。

□ 本报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赵德彦

4月29日9点，菜博会2号馆，沈阳游客陈
平尚与机器人里奥对话。“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里奥。”“你会唱歌吗？”“会呀，你
想听什么歌？”

“里奥可以应用于任何需要与人交互的商
业场所，产生趣味性的互动效果，并可根据场
景需求改变扮演的角色及身份。”寿光思云科
技里奥机器人总经理丁帅说，里奥的智能核心
基于安卓系统和云端大数据平台。在今年菜博
会开幕式上，里奥还担任了机器主持人。

“里奥不仅是小朋友的玩伴，还能成为小
朋友学习上的好帮手。”丁帅说，里奥不仅可
以中英文对话，还可以自由点歌、讲故事，进
行舞蹈、双人拳击、移动竞技、摆POSS等表
演。

第十八届菜博会，众多参展商展示着我国
乃至世界农业科技前沿的最新动向。“本次菜
博会，让我们接触到很多合作方。未来我们会
制定更加完整的方案，共同为农业生产和发
展，以及机器人高新产业发展作出努力。”丁
帅说。

肥料有了“药引子”

同在2号馆，广东万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展示的是E离子活化剂。万胜农业总经理冯成
万说，E离子活化剂含有大量植物生长所需的
微量元素和活化菌，能够帮助植物增强吸收能
力，同时分解残留的有害物质。

通俗地说，E离子活化剂本身不具备肥力
却能使肥料发挥更大功效，本身不具备药效却
能驱避虫害，类似于中药中的药引子。

据了解，E离子活化剂主要成分为二氧化
硅（土壤中最主要成分）与铜、锌等多种微量
元素。E离子活化剂能够细化水分子团，让水
分子有效穿透入细胞膜内，将肥料带入细胞
中，增强植株吸收能力。而二氧化硅组成的沸
石结构有多孔性吸附能力，能够吸附并分解有
害物质，并在叶面表面形成刺针状，驱离红蜘
蛛等虫害。

“E离子活化剂已在130余种农作物上做过
实验，均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品相、品质、
产量的提高均达到15%以上。”冯成万说，截
至目前，E离子活化剂在山东、青海、湖北、
黑龙江等全国标准示范基地已达数十个。

在多年实践中，冯成万发现，使用有机肥

对农民来说成本太高，而使用化肥虽然成本低
但副作用明显，会导致地力下降、土壤板结、
酸化、盐碱化等问题。而E离子活化剂大量减
少化肥和有机肥的使用量，并能够有效改善土
壤酸化、板结、盐碱化等问题，比传统有机农
业至少节省成本50%以上。

熊蜂授粉代替人工

寿光市古城街道刘家村，杨金明的小西红
柿大棚内，熊蜂在飞舞。“我是第一年使用熊
蜂授粉，从现在的效果看，西红柿品质好，省
工多。”杨金明说。

这是杨金明从菜博会上学到的技术。“熊
蜂授粉跟人工授粉和激素处理相比，茄果类一
般增产30%以上，并且果实的品质大为改观，
畸形果率明显降低，果实的果形、鲜艳程度、
营养品质都大大改观。”荷兰科伯特熊蜂推广
者韩琦说。

杨金明认为，熊蜂授粉最大的优势是节省
人工、绿色环保。

“别看它们个头小，干活十分卖力，一分

钟就能完成20朵花的授粉工作，且授粉完全。
在一个花蕊上，荷兰熊蜂可以旋转360度，保
证花蕊每一个地方都能授到粉。只要大棚内的
温度达到10摄氏度，荷兰熊蜂便可以正常工
作。”杨金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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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研发秸秆还田技术

寿光纪台镇菜农张学春和李延平展示了自
己研发的大棚蔬菜秸秆还田机。“我们的机
器，能将蔬菜秸秆就地还田，减少化肥使用，
更能为菜农节省劳力。”张学春说。

目前，纪台镇已有多名菜农成为大棚蔬菜
秸秆还田机的首批试用者和受益者。“蔬菜秸
秆还田，再结合高温闷棚等土壤处理，作物产
量普遍能提高三成以上。”张学春说。

纪台镇是长茄种植大镇，每年6至8月份到

了换茬期，秸秆处理是一大难题。张学春是镇
上有名的食用菌研究行家，深知秸秆还田在土
壤改良等方面的益处。他和李延平商量，如果
能想到一个好办法，让秸秆就地还田，就再也
不愁秸秆没处搁了。随后，两个人便一起“鼓
捣”一种大棚蔬菜秸秆还田机。由于没有任何
参考，在一番“设想”之后，张学春和李延平
买来了粉碎机、电机等配件进行组装。2014年
7月至今，经过一次次完善后，他们决定在菜
博会上展示。

“一个百米长的蔬菜大棚，1个小时就能
将秸秆粉碎完。”张学春说，“现在的机器已
经免去了人工拔棵、粉碎的麻烦，更加方
便。”

过去菜农们拔茄子棵时，大都需要雇人，
一亩棚要花费350元至400元。用上秸秆还田机
后，这笔费用可以省去。“像长茄、辣椒、西红
柿等秸秆都能使用。”张学春说，蔬菜秸秆还田
后，每亩可直接减少稻壳粪20立方米使用量。

“在菜博会亮相后，很多农民与我们交
流。我们希望把大棚蔬菜秸秆还田机和相关技
术推广出去，让更多菜农受益。”张学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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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5月1日上午，菜博会8号馆，刘忠用镜头
记录下游客欣赏用蔬菜制作的海底景观。“我
已经用镜头记录菜博会18年了。”刘忠说。

2000年第一届菜博会上，刘忠拍摄了《迟
来了一天》，记录一位回家乡结婚的军人同新
娘参观菜博会的故事。照片是在菜博会闭幕第
二天拍的，后来发表在寿光当地媒体上。这对
新人把刘忠拍摄的照片带回了军营，赠送给了

好友。
自第一届菜博会以来，刘忠反映菜博会的

优秀摄影作品已在国家、省、市摄影比赛及报
刊获奖、发表100多幅。

刘忠从小喜欢美术，上世纪七十年代参加
工作后，他当过民办教师，也放过电影。“那
时经常给单位做宣传栏、搞展览。有时候，需
要我画图，当时我就想，要是有台照相机就好
了。”刘忠说。

1985年，刘忠有了第一台照相机，之后便

开始自学摄影。30多年过去，刘忠成为寿光知
名的农民摄影家，还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
国家高级摄影师。

今年，刘忠已经63岁。让刘忠高兴的是，
女儿刘媛跟随他到菜博会拍摄照片，并有多幅
作品获奖。

现在每逢菜博会，刘媛就背上相机陪父亲
去采风。刘忠说：“我和女儿都喜欢摄影。现
在，我们父女俩能从不同视角，用相机记录菜
博会，用影像和照片传承菜博会文化。”

每年菜博会4月20日开幕，刘忠父女都会
提前在日历上做好标记，准时参加。“在菜博
会上，拍景点、拍蔬菜、拍新鲜品种、拍高科
技种植技术等。同时，我们还把镜头聚焦于农
民在菜博会上的惊讶、好奇、喜悦等表情上，
记录下农民在高科技、新品种前认真学习取经
的精神头儿。”刘忠说。

近年来，在菜博会期间举办的文博会上，
都有刘忠父女俩拍摄的照片展出。同时，他们
还把菜博会拍摄的照片在家乡台头镇展出。

互动机器人，肥料“药引子”，秸秆还田机

创新首秀爱选菜博会

刘忠：拍摄菜博会，一拍18年

单个南瓜100多公斤，一根黄瓜750克

这些蔬菜何以“称霸”菜博会？

□石如宽 报道
获得本届菜博会

“茄王”称号的寿光
市稻田镇东稻田村村
民刘忠诚，在管理大
棚茄子。

□石如宽 报道
第十八届菜博会

上，寿光本地一家企
业 研 发 的 机 器 人 里
奥，引起了与会者的
关注。

五一假期菜博会

接待游客超60万人次

自主知识产权品种46个

种苗年繁育能力14亿株

寿光蔬菜品种

走出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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