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6月20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刘田

电话：（0635）8511655 Emai l : d z rb lcxw@163 .com时政22 广告

□ 肖会 刘黎辉 杨浩 刘英

分级、整理、清洗、切分、保鲜、包
装……随着一整套工序结束，一袋袋、一盒盒
生鲜净菜走下自动生产线。5月19日，在莘县山
东首鲜蔬果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公司负责人告
诉记者，这种不需要作任何处理，开袋即可烹
饪的蔬菜，是专门向中央电视台、北京亚惠集
团等企事业单位食堂供应的，正在走上京城百
姓餐桌。

莘县，以其过硬的设施农业基础赢得了
“中国蔬菜第一县”的美誉，而新旧动能转换
的历史性发展机遇，又催生了“莘县蔬菜”一
场绿色革命。作为聊城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核心
区，莘县大力发展农业“新六产”，瓜菜菌播
种面积达到100万亩，总产500万吨，成功获评
国家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后，
“莘县蔬菜”进入2017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价值百强。

电商突起，激发产业新活力

莘县的5月，正是瓜菜飘香的季节。每天早
晨不到4点，莘县燕店镇香瓜市场一辆辆装满香
瓜的农用车排起了长队，称重、卸车、包装、
装车，瓜农们忙得热火朝天。当大家都在拥挤
的市场交易的时候，燕店镇电商杜现德却在家
敲打着键盘，指挥店员包装香瓜，轻轻松松一
天就卖出1万多斤香瓜。

杜现德是莘县农村电商的佼佼者，他成功
的秘诀就是品质。由于从小就生活在香瓜盛产
之地，让他练就了一身观瓜识品的本领，往地
头一站就能看出瓜的品质，杜现德收的香瓜要
比市场上价格高出30%。“我收瓜很挑剔，品
相要好、品质要高，这才能进入我的网店。”
杜现德说。借助着燕店镇全国香瓜第一镇的称
号，依托过硬的产业、响亮的名声，杜现德的
电商路也是越走越宽。

像杜现德一样，依靠电商卖农产品走上致
富路的人有很多。为了服务电商、壮大莘县农
产品品牌，莘县建立了占地120多亩的电子商务
产业园，引来了阿里巴巴、京东、邮政买卖惠等
知名电商企业进驻产业园。2017年，全县电子商
务交易额达到119 . 4亿元，同比增长9 . 7%，其中农
村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73 . 6亿元，增长10 . 8%。

电商产业园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电商人
才。“85后”的莘县河店镇潘庄村村民张善
东，依托河店镇西红柿产业，在家里通过手机
APP——— “云集微店”干起了电商生意。“全
县大西红柿每天可走300多件，我自己就能占一
半。”张善东骄傲地说，他利用西红柿集中产
出的5个月时间，大力推广莘县大西红柿，如今
他在网上销售大西红柿单一品种的交易量，已

经排到全国前5名。
莘县农产品在电商助力下快速崛起，一方

面进一步扩大了当地农产品知名度与美誉度，
同时也提升了产业的发展质量，莘县瓜果等品
牌寄递业务量比去年平均增长200%以上，香瓜
等地理标志性产品更是超过400%。

科技注入，开启质量兴农之路

“空气温度、空气湿度、土壤温度、土壤
湿度、光照、二氧化碳等数据，实时上传物联
网系统，经过大数据分析进行水肥一体化供
应、通风调温、农事管理等。“农业科技的运
用，只需两个人就可管理占地30亩的7个蔬菜温
室。”莘县国家级农业产业园（创建）示范基
地技术负责人辛世杰说。

莘县自1989年就大规模发展瓜菜菌产业，
如何实现莘县瓜菜种植的新旧动能转换？那就
是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让莘县从农业大县
迈向农业强县。为此，莘县从改造蔬菜种植设
施入手，自2017年起至今新建了3万个高效集约
蔬菜温室，全部配备水肥一体化设备，推动莘
县蔬菜产业的转型升级。目前，该县开始建设
的基地120个面积35045亩，共新建、改建高效
集约蔬菜温室（折合后）18329个。

“2016年底，我拆除了自己的两个旧拱
棚，投资30多万元建了一个占地10亩的新拱

棚，种了一季黄瓜、一季豆角，成本就收回了
30%多。”莘县菜农郭继军得意地说。

郭继军是在莘县改建高效集约蔬菜温室中
首批尝到甜头的菜农。说起好处，郭大哥赞不
绝口：“空间大，温度好调节，一年四季能生
产，病虫害少，每亩产量增加1/3，更重要的是
由于农资投入品减少2/3，生产的蔬菜品质又上
了一个台阶，价格自然上去了。”看到了郭大
哥的效益，全村不用发动，陆续进行了集约式
大棚建设。

新旧动能转换离不开科技支撑，为打造高
端瓜菜产品，莘县先后与清华大学、中国农科
院、中国农业大学、山东省农科院等20余家高
校科研院所建立了产学研合作关系，引进转化
农业科技成果60多项。拥有国家西甜瓜、光伏
食用菌产业创新联盟单位、省级食用菌产业战略
联盟单位3家，国家大豆产业技术研发中心加工
研究室科研基地1处，国家“星创天地”2家。

“蔬菜地图”越绘越美

赛瓜、吃瓜、看节目，每年的5月16日，在
莘县董杜庄镇都要举办一次冀鲁豫三省西瓜的
盛会。时至今日，冀鲁豫·莘县（董杜庄镇）西
瓜节已经举办了七届。

董杜庄镇西瓜是莘县“瓜菜菌”产业打造
的特色产业之一。在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中，莘县不搞一刀切，而是立足各镇街各村
的产业基础和群众意愿，按照“适宜什么就发
展什么，什么赚钱就种什么”的原则，实行
“一村一品、几村一品、一镇一业、几镇一
业”，扶持发展优势产业，努力扩大特色产业
规模，搞好区域布局，从培养专业生产大户、
专业村入手，实施规模发展，绘制了一张多彩
的莘县“蔬菜地图”。当前莘县形成了以燕
店、河店、魏庄为主的香瓜生产基地；以十八
里铺、燕店、魏庄为主的大棚蔬菜生产基地；
以王庄集、朝城、徐庄为主的蘑菇生产基地；
以董杜庄、俎店、妹冢为主的西瓜生产基地；
以王庄集、樱桃园为主的山药生产基地；以大
王寨、张鲁、王奉等乡镇为主的富硒苹果、黄
金梨、葡萄等果品基地；以莘亭、朝城、古城
等乡镇为主的大蒜、圆葱、香菜等露地菜基
地。

“蔬菜地图”是莘县瓜菜菌产业集群化的
体现，促进了莘县农业向标准化、规模化和集
约化发展，最终带来的效果是农民增产增收。
目前，在“蔬菜地图”中的蔬菜品类中，全县
“三品一标”品牌总数达到196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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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分别销往北京、上海、天津等全
国各大中城市，出口俄罗斯、韩国、日本、港
澳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看莘县这样绘好“蔬菜地图”
□高田 张博 李海滨 报道

本报聊城讯 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将健康

扶贫作为稳定实现“两不愁三保障（饮水）”

的重要指标，切实抓紧抓好。实施好扶贫特惠

保。今年，开发区将医疗商业补充保险标准提

高了30元，达到每人180元，进一步提高了住

院贫困户的报销额度，将大大减轻其经济负

担。

开发区为全区贫困人口缴纳了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和居民养老保险，进一步提高贫困

户抵御风险的能力。继续做好健康扶贫“八

个一”工程和落实好“三个一批”行动计

划，为每个贫困户进行免费健康查体，建立

居民健康档案，大力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2 . 0版本），确保贫困户签约率为100%。做

好医疗救助工作。2018年，对于开发区辖区

内因病住院的贫困户，经过基本医疗保险、

居民大病保险、医疗机构减免、医疗救助、

医疗商业补充保险各项保障后，贫困户个人

负担政策范围内的医疗费用原则上要低于政

策范围内医疗总费用的10%。针对痴呆和患有

精神疾病的贫困户，对其进行政策兜底，切

实解决困难家庭精神病人救助问题。

开发区贫困户

家庭医生签约率100%

□李贵波 白淑敏
报道

6月15日，在阳谷县寿
张镇冀王村果园里，冀王
管区书记张朝明在看果树
长势。寿张镇党委加大对
各村党支部脱贫攻坚的考
核力度，严格奖惩，引导
各 村 党 支 部 结 合 自 身 实
际，寻找切实可行的脱贫
门路。冀王村在镇财政部
门的支持下，带动村民发
展林果种植，努力实现脱
贫致富。

□记者 高田 报道

本报临清讯 6月18日，记者从聊城市农

科院获悉：临清市农业局、戴湾镇政府与聊城

市农科院积极搞好技术协作，聊城市农科院
200亩高产创建试验田落户牛庄村。

为确保试验田成方连片，取得预期种植效

果，聊城市农科院技术专家、市农业局和镇农

业技术人员、牛庄村驻村第一书记及村两委成

员实地选择优质地块，并认真做好试验田覆盖

地块的农户工作。目前，200亩高产创建试验

地块的玉米良种已经全部发放到位，同时将聊

城市农科院编制的《2018年夏玉米栽培技术》

手册发到农户手中，做到人手一份，以保证规

范化种植、科学性管理。今后，聊城市农科院

专家将不定期举办培训班，对玉米种植进行技

术指导。

本次高产创建试验田共惠及农户71户，

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6户，这既减轻了农户的

购种负担，还可以使农户享受到后期的技术

指导服务，获得了广大村民的一致认可与好

评。

市农科院高产创建

试验田落户戴湾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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