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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陈晓永

8月1日，在莱芜市莱城区牛泉镇莱芜万
邦食品有限公司的办公室里，公司的“ 农
村大学生团队”正讨论“ 山楂之恋·风情小
镇”的建设，他们计划围绕山楂产业，打
造集观光旅游、娱乐休闲为一体的南山部
落。

这个团队有40名大学生，都是来自农
村。他们经常聚在一起，为公司的发展出谋
划策。

王秀娟是这个团队的队长，毕业于济南
大学，学的是企业管理。她刚来到公司，便
瞧出公司的问题：一人兼多职，分工不清、
责任不清。她向总经理亓宪瑞建议，从现有
员工中选出30%的人作为管理层，落实责
任。这个建议经公司董事会研究通过实施
后，工作效率较之前提高了40%。

这些年，亓宪瑞和这个“ 农村大学生团
队”围绕山楂做出了名堂，山楂干占据了全
国70%的市场份额，打造“ 山楂之恋·风情小
镇”是他们的新想法。

大学生团队的加入，不但让这家公司充
满了活力，而且还带来了效益。

这个团队里大部分大学生是学市场营销
的。一进企业亓宪瑞就告诉他们：“ 学校学
的是原理，在一线市场上打拼，靠的是业
绩。”

大学生王哲加入公司后，通过分析发
现，公司的客户主要集中在零食、饮品、中
药等行业，调味料行业的客户是个空白。他
从网上多方查找，选定雀巢旗下的太太乐作
为主攻客户。通过他的推介，太太乐公司了
解到万邦食品的大南山牌山楂干是国家认证
的绿色食品，很快便与万邦食品达成合作协
议。

农村大学生来到大南山扎根农业当创

客，是有原因的。作为牛泉镇庞家庄村走出
的第一个大学生，亓宪瑞通过返乡创业，为
农村大学生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2001年，亓宪瑞从上海师范大学毕业
后，在上海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生活过得
很殷实。但作为村里走出的第一个大学生，
亓宪瑞始终对孩童时穿梭其中的山楂园念念
不忘。

几经考虑后，亓宪瑞辞职回到老家，选
择他的“ 山楂之恋”创业之路。

仅用了1年的时间，亓宪瑞的公司加工
山楂就达30多万公斤，销售额达到了80万
元。2011年，亓宪瑞成立了莱芜万邦食品有
限公司，并起草了山楂干企业标准，成为国
内目前唯一一家拥有山楂干生产许可证的企
业。

在这些大学生创客的努力下，小小山楂
带动了一方村民致富，已累计发放工资过亿
元，山楂种植面积达到4000多亩。

一名回乡大学生创业成功，引来40多名大学生抱团———

青年农创客打下七成全国市场

□ 本 报 记 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朱虹

7月底连续几天的降雨，让谢宜福心里
有点不安。8月1日清晨醒来，他做的第一件
事就是拿出手机，点开上面的“智慧灌溉”软
件，查看果园里的实时景象。看到视频中显
示的小塘坝安然无恙，谢宜福松了一口气。

谢宜福是致远林果专业合作社的理事
长，合作社的果园位于钢城区辛庄镇蔡店村
山上，总面积3600亩，主要种植苹果、桃、
杏、山楂等经济果树。谢宜福自己管理其中
的1000多亩，另外2600亩是由合作社其他成
员管理的。

郁郁葱葱的果树间，看不见人影。谢宜
福拿出手机晃了晃说：“ 除了摘果子那几天
用工多，平时用手机就能打理。”

“ 手机上的这个‘ 智慧灌溉’软件，不

光能实时监控果园，还可以自动给果树浇水
施肥。”谢宜福说，在合作社办公室电脑上
也安装了这个软件。

除了自动浇水施肥，软件还能监控作物
每个阶段的生长情况和当天的土壤墒情、气
象、泵站、水源等情况。

谢宜福说：“ 山场面积大，以前浇水，
得俩人抱着一根水管不停地干，一天最多才
能浇5亩地，用水量大不说，一个整劳力一
天最少还得七八十元。果树从开花到结果至
少要上3遍肥，也得用人工。”

2014年初，谢宜福听说省水利厅有一个
项目是推行节水农业和水肥一体化，就通过
莱芜市水利局、市农业局等部门向水利厅提
交了申请。当年10月，合作社用上了由山东
锋士信息公司开发的“ 莱芜市基于水肥一体
化管理设备的智慧灌溉物联云系统”，总投
资1082万元。

系统能根据专家们的经验和作物生长情
况自动生成灌溉施肥方案，全部实现自动
化。“ 省肥30%，省水50%，省工90%以上，
每亩地增效2000元，一年就能节省成本720
多万元。”谢宜福的账很明白。

“ 加快农业节本增效，是现代农业的发
展趋势，也是推动现代特色农业发展的必由
之路。”莱芜市农业局党委书记、局长谢天
目说。

现在，谢宜福的主要精力在跑市场，果
园里的管理工作交给了他姐夫张立春。这位
老农民现在管理果园，也是只需要点点手
机、动动鼠标。

用上“ 智慧灌溉”设备后，节水节肥又省工———

谢理事长手机管理千亩果园

□ 本 报 记 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吕娜

7月31日，山东万兴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
寿司姜片，装满了整整两个集装箱，从青岛
港出发，开始漂洋过海，驶往日本港。

从2013年开始，万兴产的寿司姜片就已
打进了日本市场，但那时一年仅百余吨而
已。现在，万兴每年发往日本的数量已达到
上万吨。而且，代表生姜生产最高技术含量
的寿司姜片，在日本已有30%以上的市场占有
率。

很多人都曾耳闻日本对于进口食品近乎
苛刻的标准。要想进入日本市场，只有一条
路，那就是产品品质。

谈及闯关日本市场，公司总经理柳建增
颇为自豪：“通过与科研院所合作，我们建立产
学研结合的产业技术创新机制，专家们把实验
室搬到企业车间，加快了成果转化，公司新产
品、新技术所占销售收入比例逐年增长。”

从2010年开始，万兴公司先后与中国农
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山东农业大学等6
家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及14家农产品公司成
立了山东省生姜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与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
研究所著名蔬菜遗传育种专家方智远及其团
队合作，建立了联合实验室，还组建了山东
省“ 葱、姜、蒜”院士工作站，设立研发车
间，开辟了专用种植、生产和加工区。

寿司姜片具有清脆爽口、香、甜、酸、
嫩的特点，深受消费者喜爱。但在其加工贮
藏过程中会产生褐变现象，风味也受影响。
如何保住姜片的“ 颜值”，是企业一直想解
决的问题。

2015年，江南大学食品学院副院长张晓
鸣及其团队在生姜加工品质提升技术研发与
应用方面的研究成果，让柳建增看到了解决
这个问题的曙光。当年11月份，双方正式“牵
手”。2017年初，“基于色香味调控机制的寿司
姜片品质提升关键技术及新产品研发”的科
研成果在万兴的姜片生产线上应用。

“ 在延长寿司姜片保质期的同时，色泽
上也有了改观，现在我们的中国红、樱花
红、粉红、原色姜片都很受欢迎。”柳建增
介绍，专家团队研发的低盐度姜片也已上
市，公司的姜片销量比往年同期增加了2000
吨以上。

现今，万兴公司生产的寿司姜片在遍及
欧美等国的同时，也摆进了日本名古屋、大
阪等地的中高端料理店、寿司店。

车间变身实验室，科研成果第一时间转化为经济效益———

莱芜姜片摆进日本高档料理店

□ 本 报 记 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亓莹莹

8月1日，莱芜裕源食品有限公司新一批
黑蒜经过42天严格的发酵“ 历练”，正式下
线，准备装箱运往加拿大。

加拿大方面没有派人来接货。公司总经
理黄金栋说，公司各生产节点的标准，就是

“ 通行证”。
目前国内生产黑蒜的企业不在少数，然

而一段时间里没有统一的标准。裕源公司起
步时也面临没有标准可依的窘况。现在，这
家企业在国内黑蒜生产上引领了行业标准。

在这个标准体系下，一头大蒜变成黑
蒜，要经历16道关。

莱芜本地产大蒜，是地方特色农产品

“ 三辣”之一。裕源食品严格选取种植基
地，全部签订合同，制订了严格的种植和管
理标准。

“ 就像闯关，这是第一关，只有从源头
把好产品质量关，后面的关卡才有资格继
续。”黄金栋说。

对生产过程控制，也是步步设关。大蒜
收获后，经过挑选，去外皮、去根，按质量
分级后进入冷库储藏。加工时，技术员工会
严格调控发酵房湿度，经过前期发酵、中期
除湿、冷却后，再经过挑选、包装，质监部
门检验，这中间哪一道关口不符合标准，黑
蒜就不能出售。

2014年，裕源公司生产的黑蒜申请了国
家发明专利。裕源公司以HACCP标准，即国
际上共同认可和接受的食品安全保证体系为

基础，制订了黑蒜生产的技术要求，生产加
工过程卫生要求，包装、质检要求，运输与
贮存要求等多方面内容，形成了目前被行业
内采用的标准体系。

不光是产品，就连生产用水，裕源也
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每半年对水质进行一
次检测，企业还不定时自行检测。生产过
程中所使用的辅料每个批次都必须要有检
验报告。

在裕源公司，人人按标准办事，有工
序、有考核，将标准化工作贯彻生产管理各
方面。为此，公司成立了标准化管理委员
会，保证生产、经营等各个环节实行标准化
管理。

目前，黄金栋正与山东省科学院生物研
究所合作，进一步完善企业标准。

裕源食品的黑蒜行销国内外，关键在于有一套严苛的企业标准———

一头黑蒜要过16道关

现代农业篇 □记 者 于向阳
通讯员 陈晓永 张铭 报道

本报莱芜讯 8月3日，华电国际莱城发电厂工
作人员领到新版排污许可证书，这是莱芜市首家获
得新版排污许可证的企业。

目前，莱芜市完成市内8家火电和4家造纸行业
企业国家排污许可证核发工作，意味着“ 史上最
严”的排污准入机制落地莱芜，实现了对固定污染
源“ 综合许可”、“ 一证式”管理。新证上具有全
国统一编码，二维码，手机扫一扫，便能查到对应
企业的所有信息。

据悉，12月底前，莱芜将完成对钢铁、水泥等
13个行业的排污许可证核发工作。

首批“ 新版”

排污许可证发放

□记 者 于向阳
通讯员 陈晓永 冯建华 报道

本报莱芜讯 7月25日，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在
济南召开“ 山东省企业标准领跑者试点工作与制度
建设”新闻发布会，公布了2016年度山东省企业标
准“ 领跑者”名单，莱芜市企业巧夺天工家具有限
公司名列其中，是全省首批获评的8个“ 领跑者”
企业之一。

企业标准“ 领跑者”是指在同类可比范围内，
全部优于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主要指标技术水平
或服务要求达到国内领先或国际先进水平，能够有
效实施并取得显著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或生态效
益，对产品质量提升和产业转型升级具有示范引领
作用的企业标准或团体标准。

一家具企业获评省首批

企业标准“ 领跑者”

8月7日，在万兴公司检测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出厂的寿司姜片待检品进
行微生物检测。这批货将发往名古屋。

□记者 于向阳 通讯员 张宪政 报道
7月28日，莱芜市第一届养老护理员竞赛在市

光荣院结束。市光荣院获得团体比赛一等奖，个人
一等奖分别由光荣院和社会福利院员工竞得。本次
决赛的一等奖得主将代表莱芜市参加9月份全省养
老护理职业技能大赛。

8月1日，谢宜福（ 右）正在合作社的电
脑前监测当天的果园检测数据。

莱芜农业特色鲜明，“ 三辣一麻”、“ 三
黑一花”是莱芜农产品最亮丽的名片。今年，
市农业部门抢抓建设全省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
的机遇，提出发展“ 三色”农业带动农民增收
的战略布局，在特色、绿色、彩色上做文章，在
发展特色产业上下大力气，着力培育新动能、
发展新业态、扶持新主体、挖掘新潜力、拓宽
新渠道，积极打造面向省会的绿色农产品示范
供应基地，推动了农业领域的新旧动能转换。

《 青年农创客打下七成全国市场》讲述了
莱芜本地年轻的创业创新团队对扩大当地土特
产品的影响作出的积极探索，《 谢理事长手机
管理千亩果园》是新形势下智慧农业的缩影，

《 莱芜姜片摆进日本高档料理店》得益于龙头
企业背后庞大的科研团队支撑，《 一头黑蒜要
过16道关》是农业标准化建设成就的代表。这
4个故事是当前莱芜农业工作的旗帜，更是未
来农业发展的方向。

■记者感言

发展“三色”农业

促进农业转型
□ 于向阳

□记 者 于向阳
通讯员 陈晓永 时晔然 报道

本报莱芜讯 7月26日，莱城区召开市环保能
源发电项目达标排放有关情况新闻发布会。从6月
16日开始，莱芜市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全部集中运
往位于牛泉镇的光大环保能源（ 莱芜）有限公司所
属莱芜市环保能源发电项目，全市生活垃圾全部实
现焚烧发电处理。

该项目投产可有效改善莱芜市垃圾处理现状，
实现生活垃圾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治理的目
标，垃圾焚烧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废气优于欧盟2000
标准；废水符合国家一级A标准，并实现厂内全回
用；废渣符合国标，进行综合利用。生活垃圾最终
实现循环利用，不会对周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生活垃圾全部实现

焚烧发电处理

□通讯员 尹艺霖 报道
本报莱芜讯 7月26日，山东省妇联、山东省

民政厅、山东省军区政治部联合评选表彰了山东省
第十届“ 十佳兵妈妈”，莱芜市李延云荣获“ 十佳
兵妈妈”称号。

李延云鼓励支持儿子安心在部队建功立业，家
里的事从来是报喜不报忧，前夫生病住院，90岁的
婆婆躺在床上，7口之家的吃喝拉撒，她都默默承
担。她常常嘱咐儿子：别怕吃苦，安心工作。在母
亲的影响下，她儿子成长为一名品德高尚、勇于担
当、吃苦耐劳、技术过硬的优秀军人，2015年荣立
三等功。

近年来，莱芜市把为驻军和优抚对象做好事、办
实事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巩固和发展
新型军民关系，动真情、办实事，推动了双拥工作的
深入开展，为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团结贡献了力量。

李延云获

省“ 十佳兵妈妈”称号

亮点展示

先后创建省级以上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4
处、全国美丽乡村1个、全国星级旅游示范企业3
家、省生态休闲农业示范园区2处

抓好姜蒜葱等产业生产加工关键技术的攻关力
度，先后承担国家级、省级市级科研项目80多
个，获得省、市科技进步等奖项30多项

实施标准经济引领提升工程，先后创建国家级
标准化生产基地（ 示范区）15个、省级93个、市
级136个，认证“ 三品一标”农产品246个

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质押贷款工作，为20家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放贷款3000多万元

推进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全市有862个村完
成了工作任务，占总任务的99%，颁证率96%，首
批参加全省验收，成绩位列第一名，被评为优秀
档次

7月23日，国家特色蔬菜产业技术体系综合试验
站落户莱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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