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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刘瑞全

4月21日，第十九届寿光菜博会1号厅种苗展
区，寿光市三木种苗有限公司销售总监刘钊多次
向参观者介绍“长剑”辣椒。“这是个早熟、抗
病、丰产、优质大果型辣椒设施栽培新品种。果
实长40厘米左右，单果重约120克，亩产13500公
斤。”刘钊说。

“长剑”辣椒是三木种苗利用雄性不育选育
出国产辣椒品种。“彻底取代了山东的地方尖椒
品种，成为山东省乃至全国的标志性主栽产品，
占据国内同类品种销售市场的40%-50%。”刘钊
说。

目前，“长剑”辣椒现在国家商标局注册，
已授权新品种保护。

近年来，三木种苗开展了葫芦科、茄科、十
字花科3大类作物共12种蔬菜作物的选育工作，
先后选育出西甜瓜及蔬菜新品种160多个，其中8
个品种申报了国家植物新品种权保护。

三木种苗选育的“寿研一号”黄皮甜瓜，有
着早熟、质优等优点，占据设施早春栽培市场的
50%以上。研发的“中宝”番茄，取代同类进口
品种，成为当前番茄销售市场的顶端品种，并取
得国家新品种权保护。

自主研发的甜瓜新品种“晶莹雪”，打破了
高档甜瓜种子依赖进口的被动局面，在2015年获
得山东省新品种审定。

“我们从代理国外种子起步，目前实现了自
主种子研发。再也不怕国外种子商掐我们的脖子
了。”刘钊说。

北京中研益农种苗科技有限公司在寿光菜博
会上展示了“意佰芬 F1”“奈特 F1”等番
茄自主研发品种。

“我们坚持自主研发，确保每一粒种子达到
标准化生产，目前拥有番茄自繁品种103个，产
品畅销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及俄罗斯、地中
海、亚太等38个国家和地区。”中研益农业务经
理张波说。

北京博收种业有限公司在寿光古城街道有一
处科研示范中心，该中心展示着鲜食番茄高维C
水果椒、供糖尿病人吃的低糖高维C水果椒等品
种。

“我们运用遗传育种和分子标记设计育种相
结合技术，更加精准地组培出具备特定核心性状
的杂交组合，再进行试验筛选，这样极大地缩短
了育种周期，提升了育种效率，尤其在口感和抗
病育种方面。”博收种业总经理张晓升说，“就
好比把爹妈优势互补的基因挑选出来组合，凑一
块，生一个更优秀的娃娃。”

自2000年我国种子市场全面对外开放以来，
先后有30多家国外种子公司在寿光设立了育种研
发基地，推广的蔬菜品种达到370多个。据统
计，原来寿光菜农每年购买种子大约花费5亿
元，有4亿元都让国外公司拿走了。

近年来，寿光市以发展民族种业为己任，积
极打造蔬菜产业的“中国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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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财政投资1 . 2亿
元建设公共服务中心，国家蔬菜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天津德瑞特等6家科研机构和育种企业共投
资1 . 8亿元，分别建设了育种研发实验楼、种子
储藏库以及种子加工车间等。

寿光市农业局长张茂海说，基地研发中心的
建设，带动蔬菜种业集团、新世纪种苗等多家企
业，与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中国农大、
东北农大等10多家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展合作
共建。寿光整合蔬菜研究所等优势资源，注册
1 . 5亿元成立了蔬菜种业集团。目前，蔬菜产业
集团投资2亿元组建了蔬菜种业科技孵化器，建
立了国际一流的种质资源库和全国唯一的蔬菜分
子育种公共实验平台。

今年2月，寿光市鲁寿种业有限公司引进的
美国育种专家约瑟夫入选第十四批国家“千人计
划”专家名单。该公司享受从中央、省市200万
元的研发经费补助。

寿光专门出台了《关于扶持蔬菜种业发展的
政策》，设立了蔬菜种业发展专项基金。寿光市
财政用于扶持蔬菜种业发展的资金达1 . 5亿元。

“我们拥有1569个番茄、辣椒、黄瓜的原始
亲本。拥有品种自主产权或商业化开发权的蔬菜
新品种已达15个。2012年，我们自主选育了‘鲁
寿巨粉’‘鲁寿粉王’番茄，销售量超过20万
袋，推广面积10万多亩，相比同类品种每亩增收
5000元。”鲁寿种业总经理孙风堂说。

截至2017年底，寿光从事蔬菜育种的企业达
到13家，其中6家单位获得市级以上种业技术研
发中心认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蔬菜新品种达
到50个，种苗年繁育能力达到15亿株。

“目前寿光国产化种子市场占有率已由2010
年的54%提升到现在的70%以上。黄瓜、圆茄、
西葫芦、甜瓜、樱桃番茄等作物国产品种占有率
达到85%以上。”张茂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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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至22日这周，寿光
农产品物流园蔬菜价格定基指数为123 . 20点，较
上周1 1 9 . 9 7点上涨3 . 2 2个百分点，环比涨幅
2 . 7%，同比涨幅23 . 3%。

监测的10大蔬菜类别指数6类上涨4类下跌，
其中上涨明显的是白菜类，环比涨幅88 . 0%。下
跌明显的是水生类和葱姜蒜类，环比跌幅分别是
16 . 8%和10 . 0%。

指数继续小幅上涨，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前
期连续的降温、降雨天气对蔬菜产量造成影响，
加上近段时间部分蔬菜断档换茬，供应量相对偏
紧，导致价格持续上涨。二是市场权重较大的大
白菜因收购价格居高影响，交易量明显下滑，价
格阶段性上扬幅度较大；三是周末多地再次迎来
较强降雨，对蔬菜运输、采收各环节较为不利，
推动菜价上行。

□ 本报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付 瑶

4月20日上午，寿光第十九届菜博会大棚
展示区5号棚，寿光市田柳镇唐家村唐廷华在
观察棚内智能设备。“这台施肥机，看着个子
不大，但能管140亩叶菜，可以感应到棚内的
温度、水温、PH值、EC值等作物生长需要的
重要条件。”山东云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王顺利向唐廷华介绍。

在5号棚内，云兴农业安装了智能补光
灯、放风机、水肥一体化、卷帘控制等设备，
并通过物联网对这些设备进行操作。“将物联
网技术运用到传统农业中，通过移动平台或电
脑平台，对农业生产进行控制，减轻农民劳
作，使传统农业更具智慧。”王顺利说。

唐廷华对物联网控制设备很感兴趣。“我
现在种着两个西红柿大棚，自己忙不过来就需
要雇工。一名雇工一天至少150元。有了智能
设备，就可以大大减少人力投入。”唐廷华
说。

据介绍，云兴农业物联网系统，利用各种
传感器，把与温室环境有关的参数（如空气温
度、湿度、光照等）采集进来，按照一定的规
则控制温室的各种设备，从而实现精准控制温
室环境。“省时省工省力，这是未来农业发展
的趋势。”王顺利说。

4月21日，菜博会6号厅，洛城街道东斟灌
村五彩椒大棚种植户李玉光参观了圣大、水之
方、新万生等公司的水肥一体化设备。“比我
现在用着的水肥一体机先进了很多，我的设备
又该升级换代了。”李玉光说。

2016年，李玉光在大棚内安装了水肥一体
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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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大棚前，李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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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寿光新万生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展示的精测
全营养肥栽培模式，引起了李玉光的兴趣。

“我们可以做到以品种定肥，以地块定
肥。根据蔬菜品种的不同，采用不同的配方配
肥。目前公司共有瓜类、茄果类、叶菜类等16

个精测全营养肥。”新万生总经理张九合说。
新万生是2015年成立的中以(以色列)合作

企业。该公司同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农学院合
作，重点研究节水灌溉、水肥一体化以及植物
养分吸收规律。

“一种蔬菜需要哪些营养，需要多少营
养，我们都可以检测，并及时供应。对于土地
是不是干旱，缺多少水，我们都能控制，实现
精准供给。”张九合说。

“这些技术超出我的想象。肥料、水，以
前估摸着用，现在可以知道蔬菜想吃啥了，吃

多少。这样的话，蔬菜品质就有保证了。”李
玉光说。江苏绿港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研发
出了自动水肥一体化系统，实现了“蔬菜渴了
有水喝，饿了有肥料”的理想状态。

对于蔬菜种植来说，适量的浇水施肥可以
保证作物最佳的营养环境，适度的通风透光可
以营造出作物生长的最佳气候环境。作物进行
光合作用时需要水，而水来自土壤或基质。近
年来，绿港农业董事长李文虎发现，通过计算
土壤中的含水量，能算出作物何时进行光合作
用，从而判断是否供水、供多少水。

“关于施肥，肥料在土壤中成为各种离
子，阴阳离子交换过程中，会产生电。测出电
导率就可以衡量离子浓度的变化，从而判断作
物需要哪种营养、多少营养。”李文虎说，基
于这些研究，绿港农业研发出智能化控制的环
境灌溉系统。

“通过一台电脑，控制约800多亩园区的
自动化灌溉。根据作物需求，我们设定好参
数，每天按照给定的参数进行运作。一个人，
就可以完成10个人或者几十个人才能完成的工
作。”绿港农业无土栽培项目经理王绪同说。

□ 本报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付 瑶

4月23日上午，第十九届寿光菜博会10号
厅，辽宁省盘锦市经营农业园区的张迪正盯着
寿光市农业智慧监管服务公共平台看。“这个
系统太厉害了，把菜农、收购点、物流园都联
系起来了，任何一个环节都监管到位了，值得
我们好好学习。”张迪说。

成千上万的市场主体、错综复杂的监管信
息是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面临的一大难题。这
也是张迪关心的问题。如今，这个问题在寿光
有了答案。

2016年，寿光围绕蔬菜产业，开发建设了
寿光市农业智慧监管服务公共平台。

这个系统，今年在菜博会十号馆全面展
示。“通过智慧监管平台，我们可以看到全市
15个镇街区每个村的蔬菜种植面积、大棚个
数、蔬菜种类。点击输入一位农户的名字，可
以查看到该农户所有大棚蔬菜的交易、检测信
息以及农药使用情况，这些信息都是通过大数
据抓取来的。”十号馆工作人员张启丽一边演
示，一边给张迪解释。

记者看到，在电脑页面上，显示了寿光古
城街道垒村西红柿大棚种植户杨茂明的信息。
他的大棚面积、西红柿品种、浇灌时间、施的
肥料、施肥时间等，一目了然。“政府管得
严，我们自身也要求高，这样才能种出好菜，
维护好寿光蔬菜的牌子。”杨茂明说。

“我一直觉得对农户的监管是最难的，但
寿光能把所有的农户信息都搜集起来，监管到
位，下了真功夫。”张迪说。

据介绍，寿光全市14万个蔬菜大棚、1556
处农资经营店、1033家蔬菜市场、21家三品基

地、6家大型超市（市场）和15处镇街检测
室，所有的生产信息、检测信息和交易数据都
进入智慧监管平台。

来自苏州的李亚彬也详细了解了这个监管
平台。“我经营着蔬菜水果超市，最担心农残
超标，就想看看寿光是怎么做的。”李亚彬
说。

众所周知，农业投入品是农产品质量安全

监管中一块难啃的骨头。农资店经营小而散、
农药销售不规范等，构成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的
巨大风险。这个问题，寿光经过多年的探索，
已有成熟的办法。

在洛城街道董家营子村的瑞胜农资超市，
店主崔元芳每出售一件农药产品，都会拿起手
中的扫码仪，对准经由市农业局备案的农药产
品追溯码轻轻一扫，交易信息（农资店、购买

农户、时间、产品名称、数量等）就自动上传
到智慧监管平台。

各大农药经销商在寿光市销售农药，必须
先到农业局进行产品备案，由市农业执法大队
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再赋予农药产品追溯
码，才可以进入全市农资店的销售网络中。

依托智慧监管平台，寿光实现了农药全程
可追溯信息化管理。全市农资门店，每天哪家
店卖了什么药、卖给了谁、多少量，在智慧监
管平台“农投品管理模块”上一清二楚。一旦
有违禁用药情况发生，监管平台可以追查到所
有违禁农药产品的销售来源、去向，同时可对
违禁产品进行黑名单管制，其他农资店将无法
扫码销售。

“以前，检测出不合格的菜，你得去现场
问。这菜是从哪儿生产的，用了哪些农药，像
查案子一样，很费工夫。这个系统投入使用
后，农业投入品监管立竿见影，省了很多人力
物力。”寿光市农业局党委委员、工会主任康
晓颖说。

除了监管外，平台还可以帮助农资门店解
决经营台账问题。只需轻轻扫一下商品代码，
农药销售信息自动生成，实现了经营台账无纸
化。

据介绍，寿光市农业智慧监管服务公共平
台包含蔬菜种植、蔬菜交易、农业投入品交
易、农业标准化技术信息、农业大数据搜索引
擎、蔬菜质量检测和追溯数据共六大功能。

“通过这个平台，可以查询到寿光蔬菜的
产地、生产记录、检测记录和交易记录等信
息，还可提供数据分析、价格查询、预约销
售、技术指导等多项服务，实现了蔬菜产业智
能化监管、全域化追溯和信息化服务。”康晓
颖说。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赵德彦

寿光市文家街道苏家庄村桑廷福的大棚，
种的是太空椒。“我对比过几次产量。处理了
土壤的区域比没有处理的每次多产150多斤太
空椒。”桑廷福说。

去年9月，金正大国际集团、上海化工研
究院有限公司、上海中韩术环境科技有限公
司、潍坊迈坦科技信息有限公司等联手在寿
光开展蔬菜大棚土壤改良示范项目。桑廷福
的大棚成为试验田。为了便于比较效果，实
验人员将桑廷福的大棚分为土壤处理区与无
处理区。

“这个棚是2003年建的，每年夏天使用鸡
粪高温闷棚，但这几年感觉产量下降明显，太
空椒的品质也不如以前。”桑廷福说。

对土壤化验后，桑廷福大棚内土壤的酸碱
度显示为7 . 3至8 . 0。“我们的判断是，鸡粪使
用较多。土壤酸碱度高，会影响植物的磷酸吸
收能力，造成氨氮挥发导致养分缺失和叶面破
损情况。土壤的酸碱度，应保持为7。”上海
中韩术公司总经理金晟说。

随后，实验人员对处理区的土壤用深土破
碎法、化学药剂防治等方式进行了处理。定植
太空椒苗50天后，处理区的苗子平均高约75厘
米，而没有处理的只有60厘米。

“效果很明显，处理区的这块地植株旺
盛，坐果率高，果实大。”桑廷福说。

早在2011年寿光就启动“沃土计划示范工
程”，已累计投入4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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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土壤28万亩。

从2014年起，寿光全面实施设施蔬菜“沃
土工程”。同时，寿光大力推广蔬菜秸秆综合

利用、水肥一体化、地膜污染防治等技术，年
秸秆处理能力达105万吨，水肥一体化和氧化
生物双降解生态地膜技术推广面积分别为10万
亩和3万亩。

“测土施肥比较容易实施，但微生物肥、
水溶肥等市场售价每吨高达2500至3000元，多
数菜农负担不起。我们通过集中招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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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0至1050元。”寿光市农业局
局长张茂海说。

2016年9月，孙家集街道石门董村的戴金榜
在闷棚之后，2个大棚用了800公斤微生物肥
料、7箱水溶肥、5桶促根肥。“没过多久土就
松软了，也变黑了，有的地方还能看到白色的
菌丝。去年我相比以前化肥少用了2/3、鸡粪
少用1/2。但菜长得更好了，产量增加了15%左

右，而且病虫害也少了。”戴金榜说。
据寿光市农业局测算，目前寿光已改良的

土壤中，有机质由1 . 56%提高到1 . 8%以上。
洛城街道东斟灌村李宝先的大棚内，彩椒

植株粗壮，叶片绿得发黑。“土壤好，菜就长
得好。”李宝先说。

李宝先是“沃土工程”的受益者。他用政
府推广的复合微生物菌肥和生物有机肥改良土
壤。“虽然算下来肥料投入成本比以前要稍高
一点，但土壤不酸化板结了，彩椒产量高，总
体上更划算。”李宝先说。

“通过科学测土配方，利用微生物肥对土
地进行改良，逐步改变农民凭经验种地、靠直
觉用肥的习惯。”寿光高级农艺师刘天英说。

据了解，从2014年至2020年，寿光市财政
每年将支出800万元，继续实施“沃土工程”,
每年推广5万亩以上土壤改良，7年实现全市35
万亩大棚“沃土工程”全覆盖。

“生病”的土壤有了长效“药方”

寿光蔬菜全产业链实现智能化监管

大棚咋种的，一目了然

水肥一体化灌溉、营养精准供给

省时省工省力，蔬菜缺啥补啥

□石如宽 报道
来自辽宁盘锦的游客，正在用手机记录菜博会上的新技术。

□石如宽 报道
菜博会大棚展示

区5号棚内，工作人员
正 在 展 示 番 茄 新 品
种。

种子国产化
不怕国外掐脖子

蔬菜价格小幅上涨

■中国·寿光蔬菜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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