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兆锋
本报通讯员 李连民 刘黎辉

一个种植面积1 . 6亩的大棚半年能收入
多少钱？

栗宏贵的回答是：“纯利润10万元。”
4月26日，在首届山东聊城（莘县）瓜菜

菌博览会展区，莘县妹冢镇五里屯果蔬种植
合作社理事长栗宏贵，指着一盘水果黄瓜介
绍：“我种的这种小黄瓜，一个种植面积1 . 6
亩大棚，半年一季，产值16万元，纯利润10万
元。农民要靠瓜菜致富，名优稀特是个好路
子。”

栗宏贵引进种植了“贝贝”樱桃西红柿、
“金珠”葡萄、水果黄瓜等品种，取得不菲的
收益。目前，已建起种植基地107亩，带动20多
户农民进行名优稀特品种的种植，辐射带动
200多亩。“每户年收入都在10万元以上。到年
底合作社就能发展100多户农民社员，发展
到1000多亩。”栗宏贵说。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像栗宏贵
这样，越来越多的莘县农民从瓜菜菌产业中
受益。近年来，莘县大力发展设施农业、精致
农业，抓龙头带动、基地建设、质量监管、品
牌创建，现代农业实现了高端发展。全县瓜
菜菌常年播种面积100万亩，年产量达到500
万吨。全县拥有供港澳蔬菜基地、上海外延
蔬菜基地、北京外延蔬菜基地三大基地，今
年被商务部认定为国家外贸转型升级（蔬
菜）基地。中原现代农业嘉年华等一批高端
农业项目建成运营。

农民的参与度有多高，从莘县亘丰种苗
有限公司可见一斑。“公司年育苗3000万株，
仅河店乡就能全部消化掉。河店乡每年光西
红柿苗就需要5000万株。”亘丰种苗公司销
售经理丁英杰说。

从产业中受益，他们还不断求“新”，推
动蔬菜产业往“新”里长，不断提质。

在博览会上，农豪农业科技公司的“金

美人”甜瓜，以脆、甜的特点，吸引大家竞相
品尝。“种甜瓜的老模式，需要吊秧，工序繁
琐。我们推广的新模式，甜瓜地趴式生长，省
人工；这个瓜是新品种，可以带皮吃，脆甜。
一亩地一年两茬，收益在3万元左右。现在已
经推广了2800亩，很受农民的欢迎。”农豪农
业科技公司成连涛说。

一盒500克的“阳光玉女圣女果”，卖20

元。这是莘县蚨润源果蔬合作社上市的新品
种之一。该合作社流转3000亩土地，引进国
内外100多种优良新品种进行试种，从中挑
选出适合本地的新品种进行推广。“目前，合
作社与120位农民合作，他们种植管理合作
社的大棚，收益五五分成或者四六分成。他
们从中学到新品种的管理技术，可以自己去
种植，带动新品种的推广。”合作社会计刘庆
会说。

当前，“莘县蔬菜”品牌的影响力不断扩
大。莘县被评为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国家级出
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中国香瓜之
乡、中国双孢菇之乡。该县大力实施品牌战略，
先后注册了“莘县香瓜”“莘县蘑菇”“莘县西
瓜”“莘县韭菜”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和“莘县
蔬菜”集体商标。全县“三品一标”品牌总数达
到196个，“聊·胜一筹”品牌授权使用企业16家，

“莘县蔬菜”进入2017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价值百强，农产品行销北京、上海、天津等全
国各大中城市，出口俄罗斯、韩国、日本等20多
个国家和地区。仅北京，莘县蔬菜就覆盖了100
多家连锁超市和几十家机关事业单位，每天直
销北京的蔬菜有8万多斤。

这次博览会，参展单位355家，涉及17个
省市自治区，国外品牌涉及阿拉伯、以色列、
丹麦、英国等国家，集中展示了现代农业发
展新理念、新成果、新技术、新产品。

对于莘县菜的新追求，莘县县委书记张
国洲说，“我们将不断扩大‘莘县蔬菜’品牌
影响力，努力形成‘全国蔬菜看山东，山东蔬
菜看莘县’的格局。”

一个大棚半年纯利润10万元，一盒500克圣女果卖20元———

看莘县蔬菜如何往“新”里长

□本报记者 吕光社 尹彤
本报通讯员 王世友 范培倩

4月14日，周六，济宁市任城区长沟镇生
态番茄采摘园里游人如织，许多家庭边采摘
边游玩，不亦乐乎。“我在朋友圈里看到吃过
的人都说这里的西红柿又沙又甜，有小时候
吃的西红柿的味道。”市民张先生边给满嘴
西红柿的5岁儿子擦嘴边说道，他手里的小
竹篮里已装满了红彤彤的西红柿。

小张提到的是长沟镇新种植的“无土栽
培”西红柿。事实上，长沟镇的“三韩西红柿”
已经有20多年栽培历史了，是镇里的支柱产
业之一，三韩西红柿基地也早已成为鲁西南
最大的生产、批发、销售基地。只是普通的西
红柿受市场影响太大，利润相对较低，如果
不在原有基础上提升品质、往品牌化发展，
很难真正提振乡村经济。

“经过前期调研、集思广益，镇里决定从
大棚西红柿个性化、高品质方面突破，2017
年6月，由南韩村、中韩村、北韩村联合成立
三韩农业科技开发公司，落实高标准西红柿
大棚建设和科研引进工作。”长沟镇党委委
员、项目负责人张勇介绍，镇里争取了300多
万元发展集体经济资金，由三韩村“两委”配
合三韩农业科技开发公司登门入户，给农户
算对比账，流转了120亩土地，用于建设高标
准大棚。大棚建好后，按照每个棚一年1 . 1万
元或1 . 3万元的价格租赁给村民，租赁费纳
入三韩村集体经济。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记者来到一个无
土栽培试验棚，只见里面红色、黄色、紫色的
西红柿挂满枝头，从荷兰远道而来的熊蜂在
棚里飞来飞去。“传统西红柿种植方式污染
重、乱用激素现象严重，很多西红柿掰开后
里面都是空的。但我们采用无土栽培、熊蜂

授粉的西红柿，掰开后都是‘爆浆’的，口感
沙面，十分受欢迎。”张勇说。

“何老师从事了35年的番茄育种、栽培
工作，他认为必须改变传统种植模式才能实
现西红柿的真正蝶变。”张勇口中的何老师
是济宁市园艺专家、农业科技拔尖人才何伯
洪，此次他和济宁裕和农业有限公司经理苏
永超一起出资80万元，在三韩农业示范园区
承包了6个大棚，开启了西红柿科研之路。

“我们大棚墙面是筑土的，有近1米厚，
这样既可以节省成本，保温效果又好。无土
栽培选用从以色列引进的水肥一体机滴灌
技术，保证所有的滴点每分钟的出水量是1
升，比传统的大水漫灌节水30%以上，避免了
以往棚内湿度大，经常放风易造成裂果、畸
形果的弊端。”何伯洪指着眼前的设备介绍，
棚内使用了黑白膜把土壤与栽培基进行了
隔离。栽培基是从印度引进的椰糠，肥料是

从韩国引进的生物益生菌，配以矿物质，按
需分配。架设了比蚊帐还细密的防虫网，杜
绝了外来虫害侵袭。“这一系列先进技术的
运用保证了西红柿的品质，含糖量提高了3
个点，产量提高20%以上，也保证了绿色、无
公害。我们生产出的果实能与以色列生产的
西红柿相媲美。”何伯洪自信地说。

虽然去年才开始研究种植，上市时间也
比普通西红柿晚，但绿色、原生态的无土栽
培西红柿很快得到了不少客户的认可，每天
都有济宁、济南的客户通过微信、电话等方
式订购。为提高西红柿的口感和营养价值，
何伯洪还专门留出一个棚做实验，培育不同
类型的西红柿。“差异化、高端产品才能保持
最强的生命力，有村民看我们种植的西红柿
市场行情好，已经咨询想加入了。”何伯洪笑
着说，“相信通过不断改进提升，我们的西红
柿一定能带动更多村民致富。”

水肥一体滴灌、无土栽培，从荷兰远道而来的熊蜂在棚里飞来飞去———

西红柿原来还可以这样种

乡村产业振兴实践

□记者 吕光社 通讯员 赵艳丽 报道
本报邹城讯 4月26日，邹城市小麦无人机飞防活动启

动，40余架旋翼式植保飞行器集中在北宿镇作业，投入麦田飞
防。目前小麦正处于扬花期，也正是小麦赤霉病、锈病、小麦蚜
虫等重大病虫害防治的最佳时期。邹城此次飞防将投入60架
无人植保机，可带动周边地区同期进行统防统治，最大限度地
降低小麦病虫害暴发流行风险，保障小麦生产安全。

今年，邹城市根据省下达的中央财政农业生产救灾补
助项目要求，整合了2017年小麦条锈病防控补助资金，用于
开展小麦绿色高产病虫害统防统治。经过招标，采购了吡虫
啉4647 . 2千克、戊唑醇9360升。这些药剂能够满足邹城9个镇
46万亩小麦进行统防统治。

此次飞防任务由济宁大疆无人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承
担。据了解，无人植保机最大的优势是有独立的后台飞行数
据管理平台，可对实施喷洒的区域航线、流量、高度及喷洒
面积进行监督追溯，施药更精准，喷洒更均匀，无重喷、漏喷
现象，可实现农药减量控害，而且单机每天可飞防500亩，比
人工防治效率提高了近30倍，大大提升了农业植保应对暴
发性、流行性病虫害的应急处置能力。

邹城60架无人植保机
投入麦田飞防

□王兆锋 报道
4月26日，莘县农业嘉年华，两位游客在自拍留念。

□本报记者 杨国胜 张蓓
本报通讯员 王国栋

日前，潍坊高新区密集发布《潍坊高新区
支持企业定向引进紧缺急需人才扶持办法》
和《潍坊高新区鼓励高校毕业生来区创业就
业扶持办法》两项人才新政，受到高度关注。

政策将23所“双一流”高校15个专业列入
高新区紧缺急需人才目录，入选目录的本、
硕、博毕业生，在享受到企业正常工资、福利
待遇之外，还可以获得最高每年3万元、5万
元、8万元的生活补助。在潍坊高新区奋力打
造全省新旧动能转换引领示范区的关键节

点，出台这一新政可谓正逢其时。
据悉，政策确定的紧缺急需人才目录涵

盖了电气工程、光学工程、声学、软件工程、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等诸多领
域，与潍坊高新区当前的主导产业发展需求
紧密契合，资金扶持数额也空前提高。

“出台这项政策，就是要在继续做好人才
扶持政策普惠性扶持的基础上，将‘大水漫
灌’加入更多‘精准滴灌’的元素，越是区域产
业发展所渴求的人才，我们给的‘真金白银’
就越多。”潍坊高新区党工委组织部副部长马
相坤介绍。

此外，潍坊高新区对未列入紧缺急需人

才目录的高校毕业生也给予了不同程度的扶
持。记者发现，与潍坊市前期出台的“人才
新政20条”相比，潍坊高新区此次出台的
“高校毕业生扶持办法”对相关人才的扶持
力度进行了再加码、再细化。其中，本科生
最高可获得每月700元、期限3年的扶持，硕
士研究生最高可获得每月1800元、期限3年的
扶持，博士研究生最高可获得每月3800元、
期限5年的扶持。

而对于有志于创业的高校毕业生，潍坊
高新区将提供创业空间租金免除、免费创业
辅导和融资对接、一次性创业补贴和创业岗
位开发补贴、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等一揽子

政策扶持，以及最高25万元的购房补助，优质
创业项目还将额外获得5万元—10万元的资
金扶持。

与此相得益彰的，是潍坊高新区快速提
升的产业环境、城市品位。就人才发展环境而
言，潍坊高新区领先全市的趋势已经十分明
显，正在朝着国内一流的宏伟目标迈进。目
前，全区已先后聚集国家“千人计划”专家33
人，“万人计划”专家6人，科技部“创新人才推
进计划”8人，省“泰山学者”“泰山产业领军人
才”53人，市“双创人才”48人，“鸢都产业领军
人才”13人、团队2个，人才对区域发展的支撑
作用更加凸显。

潍坊高新区人才新政直指“紧缺急需” □记者 张环泽 通讯员 杨和山 报道
本报枣庄讯 “派出所都是流动的，家门口就可以办身

份证，真方便”。5月2日上午，在山亭区店子镇富川村村头，
停放着一辆写有“停靠式警务驿站”的警车，村民三三两两
前去办理业务。

店子镇位于枣庄市最北端，面积66平方公里，17个行政
村，人口3 . 8万人，流动人口多，治安环境相对复杂。鉴于此，
店子镇派出所探索“停靠式警务驿站”便民服务模式。警务
驿站巡逻民警分成三组，由三名民警带领精通防盗防诈骗、
消防、户政、禁毒、危爆管理等业务的民警、辅警，乘坐带有

“停靠式警务驿站”标识的警车，配备电脑、照相机、摄像机、
便携式打印机、急救箱、打气筒等便民物品，集中受理群众
报警求助、户籍等业务办理，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开展安全
防范和宣传教育。“停靠式警务驿站”开通3个多月来，共开
展停靠式巡逻1700余公里，搜集治安信息32条，进行各类宣
传35次，受理群众咨询186次，接处警76起。

店子镇派出所
“停靠式警务驿站”更便民

□记者 彭辉 通讯员 邹浩 宋明超 报道
本报荣成讯 4月21日，只用短短几分钟，一批28 . 6吨

货值34 . 9万元的韩国进口低温冷藏奶在荣成石岛港口岸顺
利放行。今年一季度，通过该口岸进口的韩国低温奶乳制品
达1500吨，占同期全国进口同类商品的83 . 6%。

冷链物流目前已成为国际生鲜商品贸易的一支“生力
军”，正致力打造国家级冷冻调理食品生产基地和现代冷链
物流基地的荣成，年冷链物流周转量达到300多万吨。为释
放冷链物流产业发展活力，助推冷链物流新动能，荣成着力
打造口岸冷链物流“绿色通道”，海关等部门协助企业打通
冷链物流进口的“最后一公里”。

荣成海关设立冷链货物通关专门窗口，实施预约通关
服务，专人专岗负责通关业务办理，优先进行单证处置，辅
导企业熟练运用自报自缴、网上支付、实现税费支付电子
化；推出了“车船直取”模式，减少冷链货物在港区的停留和
作业时间，实现冷链物流无缝对接，确保冷藏货物的新鲜品
质。今年一季度，荣成口岸进出口冷链货物分别为0 . 68万
吨、2 . 36万吨，同比分别增长93%和15%，冷链货物通关时间
较去年同期提速31%。

打造口岸冷链物流“绿色通道”

荣成：韩国鲜奶通关
只需几分钟

□记者 王洪涛 通讯员 李桂东 报道
本报兰陵讯 4月20日—22日，兰陵县与上海市浦东新

区归国留学人员联合会举办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兰陵行暨
新旧动能转换论坛。此次活动共邀请1名院士，20名国家“千
人计划”专家，17名专家教授学者、高新技术企业负责人，涉
及电子工程、智能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激光、生物医学、生
物农业、工程物理、机械工程等多个领域。

论坛上，专家围绕兰陵经济社会发展需突破的重点难
点提出了26条建设性意见建议；5个项目进行了集中签约。
授予刘清侠、王孝红、张丹兰陵县“双创人才”称号，向成功
申报院士工作站、“一企一技术”中心、重点实验室等平台载
体的企业发放了奖励扶持资金。兰陵县将进一步精准对接
有意向到兰陵创新创业的专家，加快解决人才供给中的突
出矛盾，补齐产业转型升级中的人才短板，引领主导产业、
骨干产业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新发展。

“千人计划”专家兰陵行
对接新旧动能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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