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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石如宽

寿光市羊口镇万亩良田示范区内，张钦亮种
植的24个大棚西红柿，每个西红柿6元钱。

2017年，张钦亮与济南的夏之秋果蔬公司合
作，种植鲜食番茄。夏之秋公司负责提供种子和
技术，并回收成熟的西红柿。这种鲜食番茄，适
合生吃，汁满味浓，口味绝佳。

今年，合作的模式改为保底收购，夏之秋公
司按保底每斤4元的价格收购张钦亮种出的西红
柿。

张钦亮采用无土栽培模式种植西红柿。“日
常种植使用滴灌、营养液，省水省肥，更加安
全。无土栽培更容易标准化生产，蔬菜‘吃什
么、吃多少’‘喝什么、喝多少’完全可以人为
控制，可以像生产工业产品一样生产标准蔬
菜。”张钦亮说。

2018年，羊口镇要在实施乡村振兴上实现新
突破。“继续推进土地流转与大棚‘两改’，抓
好37度风味番茄、桑葚基地等项目，增加农民收
入。”羊口镇党委书记吴广兴说。

羊口镇地处寿光北部，背靠渤海，曾经是盐
碱滩涂。受制于地理条件，羊口的农业以种植棉
花、小麦、玉米等品种为主，种植模式单一，总
体收益也比较低。

“这两年，我们北部农村农户存款被南部镇
街菜农拉大了。”羊口镇王庄村党支部书记王智
顺说，棉花价格好的时候，寿北农业也曾让人羡
慕，但棉花价格持续低迷，亩均棉花净收入不足
500元。

“在我们寿光，农业转型还得种大棚。因为
我们寿光有种大棚的效益、技术和市场。”王智
顺说。

2016年，王庄村通过土地流转建起了21个大
棚。看到政府帮着把棚建起来，修了路，通了
电，打了井，王庄村的王爱明承包了一个115米
长的蔬菜大棚，种植了樱桃西红柿。“当时行情
好，每斤西红柿4元，一年就收回了成本。”王
爱明说。

羊口镇单家庄子村村民张晓云和王爱明一
样，在2016年承包了2个100米长的蔬菜大棚，种
植西红柿。之前，张晓云种植棉花。“种蔬菜大
棚累点，但收益比棉花高多了。”张晓云说。

1998年，羊口镇刘旺村就用无土栽培方式成
功种植西红柿。2000年，无土栽培种植西红柿在
刘旺村大面积铺开。最多的一年，刘旺村发展到
145个蔬菜大棚。全村一半以上的壮劳力户都种
大棚。

“2亩地的大棚，年收入五六万不是问题。
要是种棉花，想赚五六万块钱，就算种上20多亩
也不够。”刘旺村大棚种植户刘晓光说。

现在刘晓光种着3个新式大棚。“这个棚长
180米，实种宽度13米左右，建设成本40万元，
其中有20多万元是村里帮忙联系贷的款。”刘晓
光说。

因为无土种植西红柿时间长，经验足，刘旺
村早期的种植户，已经逐步转型为技术员。刘旺
村大棚种植户被聘请到外地指导种植无土栽培西
红柿，月收入五六千元。“真是技术改变了农
民，改变了农村。”刘晓光说。

从2015年开始，羊口镇启动了“万亩良田示
范工程”。如今，羊口镇农业初步实现了农业种
植模式的多元化、规模化发展。

鼎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种出的西洋海笋，出
口到韩国、日本，每公斤从数十元到上百元不
等，最高每公斤卖到200多元。

西洋海笋学名海篷子，是鼎力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从国外引进并驯化改良的新型保健蔬菜。
2010年，鼎力农业与海水蔬菜研究专家冯立田领
导的研究团队合作，在寿光北部沿海滩涂和盐碱
地建设海水蔬菜产业化示范基地。2010年5月，
鼎力农业开始露天种植海水蔬菜西洋海笋和黑枸
杞。如今，鼎力农业西洋海笋和黑枸杞均获得成
功，并推向市场。

2017年，西瓜种植大户陈亿文第一年在羊口
大规模种植西瓜，瓜甜瓤沙，吸引了大批顾客，
收益颇好。近些年，土豆、西瓜、桑葚、大田芹
菜、辣椒，以及苗木等种植模式不断被种植大户
引进羊口农田。

羊口镇副镇长刘福宾说：“一批规模化种植
的高效农业正在引领羊口农业向多元化、规模化
种植转变。和蔬菜大棚一样，这些作物的效益都
远超过棉花等传统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正成为
寿北盐碱地农业的新希望。”

□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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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9日至25日这周，寿光农
产品物流园蔬菜价格定基指数为127 . 67点，较上
周123 . 63点上涨4 . 05个百分点，环比涨幅3 . 3%，
同比涨幅18 . 1%，蔬菜交易量同比增长10%。

这周监测的10大蔬菜类别指数7类上涨3类下
跌，其中上涨明显的类别是白菜类、甘蓝类、瓜
菜类，环比涨幅分别是48 . 3%、14 . 7%、7 . 9%。下
跌的类别是根菜类、葱姜蒜类、叶菜类，环比跌
幅分别是8 . 9%、8 . 1%、7 . 4%。

价格指数检验检测中心经理隋玉美认为，三
个因素致使蔬菜价格指数小幅上涨。一是初春天
气乍暖还寒，温度忽高忽低，对蔬菜生长较为不
利。特别是设施大棚蔬菜产量增速放缓，价格短
期内出现上涨。二是去年冬季上市的南方菜开始
收尾，大部分品种供给收紧，价格抬升。三是市
场时令春菜供应继续放量，除早先上市的南方春
菜外，省内春菜也陆续上市，由于新鲜、质量
好，颇受客户青睐，售价相对较高。

随着气温走高，春菜上市步伐加快，市场
上时令春菜供应会继续放量，如不受特殊天气因
素影响，蔬菜价格指数将呈回落态势。

□ 本报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刘瑞全

“一株夏日阳光番茄的苗子卖到10元钱，
一斤戴安娜番茄在超市能卖18元。多年的种子
研发有了回报，现在许多大的种子、农业公司
主动要求跟我们合作。”寿光市旺林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总经理齐炳林说。

据介绍，旺林农业研发的多个蔬菜品种已
经推广到全国各地，并通过与知名院校及研发
机构合作，形成了集“研发、生产、销售、服
务”于一体的产业链。

2009年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植物学专业获
硕士学位后，齐炳林和爱人刘英鸽创立旺林农
业。“之所以回乡创业，不仅是因为看好家乡
的种苗产业市场，更重要的是，搞农业技术，
光在写字楼、实验室中是不行的。”齐炳林
说。

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刘英鸽学的是农业
经济管理。“我学农业，他也学农业。我觉
得，我们俩应该发展农业。我们不发展，什么
人去发展？”刘英鸽说。

最初，旺林农业做的是工厂化育苗。家人
帮着投资100万元后，齐炳林建起育苗温室。
找到德瑞特育种公司最好的黄瓜品种，以万元
月薪聘请了寿光最好的育苗技术员，齐炳林第
一次培育黄瓜苗。“综合育苗市场周期和天气
地理等因素，我觉得那时黄瓜苗会很紧缺。当
然，也有一点赌运气的成分。”齐炳林说，

育苗场都是走订单农业路子，没有订单，
没有育苗场敢育80万株黄瓜苗。因为是新建的
育苗场，齐炳林没有拿到订单。“别人都在看
笑话，认为我们是傻蛋，在找死。”刘英鸽
说。

然而等到黄瓜苗上市时，和齐炳林预期相
符，市场供不应求。第一茬育苗，旺林农业纯

挣70多万元。
刚创业时，齐炳林25岁，别人说他看着像

18岁。忙完第一茬育苗后，别人看到他就问三
十几了。“他很勤快，肯动脑子，我喜欢他身
上那股有目标的劲儿。”刘英鸽说。

2013年，齐炳林扩大了规模，投资500多万
元，建了86亩地的育苗品种示范基地。

这时，齐炳林意识到，苗子培育得再好，

也是受制于人。只有掌握了种子，才能有主动
权，才能打通蔬菜种植所有的环节。

由于种苗研发所需检测等设备的一次性投
入非常高，小企业很难负担，齐炳林选择了与
科研院所合作进行种苗研发。截至目前，旺林
农业累计投入科研资金800余万元，采用“校
企合作”“企企合作”等模式，与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山东农业大学、日本坂田种苗集团等

7家国内外高校、研发机构30余名专家保持合
作关系。公司自有育种专家，也有两名。

2015年，日本坂田集团邀请齐炳林和刘英
鸽去日本参观。看到日本市民可以吃到品质特
别好的口感类番茄，齐炳林也把番茄口感作为
研发的重点方向。

通过国外资源的引进和国内亲本的研发，
旺林农业2016年成功研发出了口感类良种番茄
戴安娜。2017年，3000袋戴安娜种子刚一面
市，就被抢购一空。“戴安娜番茄集合了全球
番茄的优点，形成了独一无二的口感。今年，
我们要把这个新品种推向全国。”齐炳林说。

旺林农业番茄部经理李建亭说，黛安娜番
茄饱满多汁，酸甜可口，甜度达到6度以上，
远超普通番茄的3-4度。

目前，旺林农业育有番茄、尖椒、黄瓜等
10余个类别，以“戴安娜番茄”“英林尖椒”
“传奇黄瓜”等品种为代表，年销售种苗2000
余万株，营业额达1200余万元，实现全国推广
销售。仅赤峰、呼和浩特、天津等5大合作种
植基地，种植面积就达3000余亩。

2017年，旺林农业帮助呼和浩特一个农业
园区种植2个大棚黄瓜，结果卖到每斤4元。今
年早春又帮该园区种植了10个大棚黄瓜，一个
大棚卖了十几万元。该园区负责人专程从呼和
浩特跑到寿光感谢齐炳林。

齐炳林说，刚开始公司以种苗销售加技术
服务为主，帮助客户种出来卖出去。现在公司
注册了自己的果熙林品牌，立足寿光，向全国
发展。2018年，旺林农业将建设体验式番茄特
色园，形成集试验种植、种苗研发、蔬菜采摘
于一体的特色体验式服务。

“番茄产品高端定位，致力于追寻‘小时
候的味道’，口感为最大卖点。在此基础上，
突出园区示范带动效应，引领番茄产业发展新
方向。”齐炳林说。

□ 本报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陈建君

3月23日上午，寿光市营里镇北单村，鑫
昊水产养殖场卖出一批南美白对虾。“每斤对
虾45元，行情很好，客户抢着要。”鑫昊水产
总经理王波涛说。

早在2011年，王波涛就在北单村投资400多
万元，建起2个温室大棚，配备上供氧和暖水
系统，养殖南美白对虾。

南美白对虾是当今世界养殖产量最高的三
大虾类之一，因其肉质鲜美，适温、适盐范围
广，离水存活时间长，可长途运输等优点，逐
渐成为我国南北方的主要养殖虾种和致富途
径，也是寿光的主要养殖品种。

据了解，南美白对虾的最适生长温度是
28℃。要想保证虾的正常生长,大棚内及虾池水
温需常年保持恒定温度27℃-28℃，这就需要
给虾池供暖。

“工厂化养殖和传统的露天池塘养殖相
比，好处是可控性比较强。放多少苗种，投喂
多少饵料，温度、溶氧、排污、换水等，基本
都能做到精确计算和控制，最大限度地保证了
产量和养成率，从而保证收益。”王波涛说。

露天池塘养殖南美白对虾，每年只能养一
茬，养殖周期在五一之后、十一之前。而用供
暖大棚养，每年至少出5-6茬对虾，全年都能
养。

1996年，王波涛就开始在潍坊滨海区大家
洼街道榆园村养殖对虾。榆园村地下蕴藏丰富
的卤水资源，又紧邻山东海化集团热电厂。

“凭借资源优势，我最早摸索出了供暖式高密
度大棚养殖，实现了高产、高效。”王波涛
说。

在王波涛的经验中，如果没有病害，一般

每平方池面产出对虾15斤，最多的时候能出22
斤。全年平均每平方出15-16斤，每亩池面(约
667平方米)每茬的产虾量能达到1万斤左右。若
按全年平均价格30元/斤计算，每年养成5茬，

每亩大棚虾池的年产值就在150万元以上。
但南美白对虾养殖密度越高，病害风险越

高。并且，由于水体较小，投料量大，对虾代
谢废物积累较快。因此，虾池需要高频率大量
换水，并且需要24小时不间断增氧，这就使得
养殖成本增加。“一般情况下，养成一斤虾最
少要15-16元，有时候甚至要20元。”王波涛
说。

据了解，营里镇拥有11 . 6公里海岸线，5万
亩滩涂。该镇动员有条件的村对废旧湾塘、窑
厂等进行改造开发，科学整合水产养殖资源，
因地制宜，建设高端化水产养殖园区。

营里镇人袁荣津在2013年也掌握了南美白
对虾温室大棚养殖技术，建设了祥润水产养殖
园区，带动6户百姓加入。“按照一个大棚产1
万斤虾估算，养一茬虾最多可以赚到二三十万
元。如果不间断育苗，每年最多可以养五六茬
虾，一年下来，可以挣上100万元。”袁荣津
说。

目前，寿光全市露天南美白对虾养殖面积
3500亩，工厂化养殖面积达到5万平方米。南美
白对虾养殖已经成为寿光新的渔业经济增长
点。

袁荣津认为，现在南美白对虾不愁卖，但
没有形成品牌效应，也没有很大的规模效应。

去年11月12日，寿光市渔业养殖协会成
立。“通过建立协会组织，有效整合行业资
源，实现抱团发展，有助于推进标准化、信息
化、规范化、产业化养殖，并加强行业自律，
发展品牌产品。”寿光市海洋与渔业局局长王
庆忠说。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刘正学

3月26日，寿光市营里镇益隆道口村，67岁
的孙九富带领26名村民，在五角枫基地内挖
坑、施肥、浇灌。“浇灌耗费劳动量大，一天
120元。挖坑施肥的轻快点，一天90元。”孙九
富说。

这片苗木基地由潍坊海化远大精细化工有
限公司总经理孙仿建投资。孙仿建从小在益隆
道口长大，后来在潍坊滨海区大家洼街道成功
创业。

2015年秋天，孙仿建从益隆道口村流转土
地700亩，每亩土地年租金1000元。“我们村里
树木很多，我从小就在树林中玩，对树木有很
深的感情。在企业经营中，得知许多城市缺乏
高档苗木，所以就看中了高档的彩色苗木。”
孙仿建说。

孙仿建流转的土地涉及到老家三分之二的
农户。益隆道口共有200户人家，680口人，村
民以打工、务农为生。“村民大多种植小麦和
玉米，一亩地算下来年纯收入不足800元，只
是挣个吃的。不少村民，收完小麦，就把秋季
的玉米撂荒了。”益隆道口村党支部书记孙成
义说，一说土地流转，村民都同意。

孙九富是孙仿建的亲叔，平时负责联系、
管理干活工人，常年跟着干活的有四五十人。

“自从有了苗木基地，我们村里就没有闲
人了。甚至邻村的人，也有过来干活的。”孙

成义告诉记者。
村民孙秀玲把家里的5亩地流转后，长年

在苗木基地劳作，去年挣了近3万元。“土地
流转了，不用操心农活，我就来苗木基地干。
我的收入能管一家老小日常开销了。”孙秀玲
说。

每月15日，孙秀玲就和大家一起领工资。
“孙仿建派公司财务人员给我们准时发工资，
从来没有拖欠过。”孙秀玲说。

孙仿建对土地流转费用一年一支付，还交
给益隆道口40万元流转土地押金。“他这样
做，村委就不担心流转费用交不起了，村民安
心了。”孙成义说。

因为土地集中流转，益隆道口的边角地也
被利用起来，增加了村集体20万元收入。

苗木基地内有五角枫、红枫、元宝枫等
500亩枫树，也有豆梨、栾树、丁香、七叶树
等。“基地培育的品种主要是从美国引进的
彩色苗木品种，耐盐碱、抗冻、抗旱，且其
树叶多彩，是比较名贵的观赏树木。”孙仿
建说。

孙九富发现，这些树木基本不生虫，好管
理，到了秋天树叶就变颜色。“一到秋天，基
地里可好看了，既有红得像火的枫叶，也有五
彩缤纷的树叶。”孙九富说。

据介绍，目前已有很多客户求购苗木，但
孙仿建还不想卖。树苗胸径越大越值钱，孙仿
建计划等到今年秋季再开始销售。

在做市场调研时，孙仿建发现，高端彩色

苗木市场空间大，而且价格昂贵。不少基地选
择从国外引进优质苗木品种，进行繁育、改良
后，成批推向市场。孙仿建也走着这样的路
子，先引进国外苗木，再对苗木进行重新嫁接
改良繁育，然后投放市场。

3月10日，益隆道口成立兴辉彩色苗木合
作社。合作社以孙仿建为主，计划带动更多村

民育苗。“我们村前几年成为潍坊市级森林
村。再把苗木发展壮大，村民富了，村庄美
了，就真的实现乡村振兴了。”孙成义说。

据了解，近年来营里镇调动社会力量参与
绿化，扩大彩色苗木种植面积，建设生态强
镇。截至目前，全镇500亩以上苗木园区已达10
家，总面积达10000亩以上。

工厂化养虾，每亩一茬产万斤

老乡育苗木，村民跟着富

硕士回乡
寿北盐碱地兴起别样菜

这里的西红柿论个卖

蔬菜价格小幅上涨

■中国·寿光蔬菜指数

□记者 石如宽 报道
本报寿光讯 3月27日下午3点，寿光市文

家街道逢源小学二年级二班，语文教师桑海燕
正在上书法课。“‘二’这个字的长横是短横
的 3倍，两个横是平衡的，这样写出来才好
看。”桑海燕一边讲解，一遍示范。学生按照
提示，工工整整地写字。

自2008年开始，逢源小学就树立了“认认真
真写字，堂堂正正做人”的办学理念。全校一至
六年级，每周二、周四下午统一安排为书法
课。逢源小学还设有专门的书法教室，进步快
的学生可以到教室接受教师的个别指导。

“规范的汉字书写是一个人的内在修养和
自身人文素质的美好呈现。我们从学生养成良
好的书法习惯抓起，激发学生写字的兴趣。”
逢源小学校长伦恒文说。

逢源小学编写了《写字教学指导手册》

《书法教程》两套校本教材，严抓教师书法培
训，在全校形成爱书法、写书法的浓厚氛围。

据介绍，逢源小学不断强化小学生良好写
字习惯养成机制的构建与实践，取得丰硕成
果。学生初步养成“身不正不提笔，坐不正不
写字”的良好习惯，极大的降低了学生的近视
率。学生“双姿”正确率由开始的不足20%上升
为目前的96%。学生通过练字，审美素质、意志
品质、书法艺术底蕴均得到明显提升。

“天长日久，学生不但喜爱上书法课，做
事也变得细心、认真，各科作业清洁干净，到
了三年级基本没有涂改。”逢源小学专业书法
教师胡建武说。

2011年，逢源小学通过山东省规范汉字书
写特色教育学校评选。2012年，逢源小学被教
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评为国家级规范汉字
书写教育特色学校。

□记者 石如宽 报道
寿光市旺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齐炳林，在观察西红柿长势。

寿光鑫昊水产养殖场总经理王波涛，在观察南美白对虾生长情况。

逢源小学：小学生爱上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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