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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初的寿光，暑意浓浓。在古城街道办
事处的旺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驻地，12个高标
准育苗大棚和3个智能温室纵横排列，承担着公
司育苗、种植的重任。

公司大门内，一片墨绿色的胡萝卜地在灼
热的天气里茁壮生长。在地头上，记者见到了
总经理齐炳林。这位年轻干练的小伙子，平时
都准备两套衣服：一套是专门钻大棚的工作
服，一套是用来迎接前来参观学习的访客。

旺林农业公司自成立以来，辐射带动了周
边十几个村镇的蔬菜生产和农户致富。齐炳林
也从初出校门的学生，成长为独立思考的企业
家。在农业这行摸爬滚打近十年，他有着许多
话要与大家分享……

农业发展支撑点在哪儿？

“我刚从荷兰学习回来。那里比较适合居
住，把城市建在花园中。”齐炳林说，“他们
对‘需求’这两个字的研究很透彻。政府、企
业、科研机构，形成了金三角的研究模式。政
府引导协调，搞好服务，市场来主导。”

从荷兰归来，齐炳林更坚定了发展农业致
富的信心。“在有些人看来，农业已走到尽
头，没什么新意可以挖掘了；但在我看来，农
业发展其实才刚刚开始。”今年34岁的齐炳
林，笃定这个念头，从事种苗培育第十个年头
了。

2009年，当齐炳林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硕
士毕业时，他的导师早早地为这位得意门生规
划好职业路线：保送澳大利亚读博。可齐炳林
婉言拒绝了，打包行囊，带着杨凌的尘土和几
丝关中口音，回到老家寿光创业。

“当时家里很多亲戚劝我继续读博士，以
后找个好工作或进行科研。可我认为读完博士
也得找工作，不如回家创业。”齐炳林告诉记
者，大学期间他就萌生了创业的念头。

齐炳林说，寿光本来就是蔬菜之乡，育苗
是朝阳产业。学生物学专业的他，便瞅准了种
子研发、育苗产业。

“我们寿光作为蔬菜之乡，到底强在什么
地方？我们农业的支撑点、立足点在哪儿？当
年，人家没棚，我们有棚；后来，人家有棚，
我们的棚稍微好一些；现在呢，比棚的数量，
寿光肯定比不上全国的棚多；比棚的质量，人
家现在第七代了，我们现在还有二三代的；比
物流，全国好多地方都在建。”对寿光的农业
前景，齐炳林有着自己的思考。

一切都在变化中。寿光最初先发的优势，
被后来者慢慢追上，如何在狭路相逢中，闯出
一条大道，齐炳林有着自己的见解，“寿光是
一个很好的种业科研、销售示范基地。更重要
的是，我搞农业技术，光在写字楼、实验室中
咋行?”

扎根哪有那么随意。齐炳林的想法，遭到
了父亲齐树善的反对，“大学刚毕业，创业咋
行啊，万一不成功打击很大的。”

出其不意才能有所作为。齐炳林先斩后
奏，背着父亲跟亲戚朋友借钱，筹划着盖蔬菜
大棚。“钱都是他跟亲戚朋友借的，后来实在
是借不出来了，大棚差点盖不起来了，我又想
办法给他资助了一些。”齐树善说。

2009年，齐炳林和父亲参观了寿光市几家
小型育苗基地后，在古城街道承包了50亩地，
建起了5个冬暖式育苗大棚。

“少吃一点，精致一点”

创业之初，齐炳林瞅准了黄瓜种苗的培
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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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工厂化如何更好地提高成活
率，育出更好的苗子，这是一个难题。我利用
所学的知识，雇了一个技术员，我们一起探
讨。”为了尽快改良黄瓜种苗，齐炳林和同事
们没日没夜地工作着。

“我是学生物的，加上寿光蔬菜产业的优
势，很快就掌握了培育种苗的技术。当时，我
最缺的是销售、经营经验。”齐炳林回忆说。

“当时我没有与买苗的菜农签订合同，种
苗万一卖不出去，就全赔了。”齐炳林说。经
过软磨硬泡的推介，终于有一些菜农预订了黄

瓜苗。“2009年刚入秋，天气连续阴沉，菜农
们种上我培育出的苗子后，发现没有生长，认
为苗子本身有问题，纷纷找我退苗子。”齐炳
林说，“为了守信，我决定给菜农退钱。当时
一棵黄瓜苗的售价是5毛，而我以每棵1块钱的
价格回收。那一年我培育了10万棵黄瓜苗，赔
了七八万元。”

“学费”的挫折，并没有让齐炳林打退堂
鼓。“我常常提醒自己，一定要成功，不能失
败。”齐炳林说，他开始到菜地里寻找客户，
“我就开着车出去，到处宣传，给经销商、老
百姓看。我们的黄瓜种苗非常好，乡亲们慢慢
认可了，一百多万黄瓜苗很快就卖出去了。我
也赚到了第一桶金。”

第一桶金的甜头，没有冲昏齐炳林的头
脑。他看到，黄瓜种苗的市场已经接近饱和，
如何拓展转型，成了他每天都要考虑的事情。

“我考虑，可以在育苗产业链的上游———
种子研发领域做工作。随着耐运输、高产型的
西红柿市场的饱和，很多地方的西红柿产能过
剩，我断定今后口感型的西红柿将会成为市场
新宠。在高产型西红柿扎堆的市场上，我便将
口感型西红柿的研发作为主攻方向。”齐炳林
介绍道。

小小西红柿，中有大文章。与齐炳林一起
合作研发种子的许老师，在外资种子公司拼打
多年，有着丰富的育种经验，“上个世纪80年
代时，常规的西红柿品种多，用化肥就能保证
产量；到了90年代时，杂交品种被引进到国
内，产量又提高了。2000年前后，欧美各大种
子公司纷纷在寿光设立示范基地，以很便宜的
价格把种子卖给农民试种，农民一时得了实
惠。几年下来，外国种子价格翻了好几倍，有
的种子一克卖到200多元，农民回过头来再想买
国产种子，才发现不少企业在竞争中败下阵
来，国产种子所剩无几。”

“现在我们吃饱了，开始追求质量了。哪
怕少吃一点，也要吃得精致一点。”许老师的
观点与齐炳林的思考不谋而合，两人在八年
前，便提前动手，下决心做有独立知识产权的
口感型番茄。

许老师是东北人，在寿光生活了二十多
年。“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寿光流行面包
车；2005年前后，大街上跑的捷达、别克多起
来了；现在二三十万的中高档车也开始多了，
帕萨特、迈腾之类的，成了很多年轻人的追
求。”许老师对汽车变迁的观察，折射着寿光
人对生活质量的向往。

道理从汽车迁移到蔬菜上，也可以有合理
之处。“我经常到水果店去看，哪种水果好
卖。其实，越贵的反而越好卖，关键是好吃。
消费者现在不全是‘外貌协会’的了，丑橘都
能火起来，更别说榴莲啦！小番茄也是一样，
拼到底是品质的竞争。”许老师介绍道。

育种是一场“海选”

研究新品种，得从种子筛选入手。为此，
齐炳林特意建了两个大棚。

当时，公司有不少员工觉得培育种子成本
高不划算，但齐炳林顶着压力做起来。不仅如
此，他还主动找到了一些高校进行合作研发，
“我们采取的是校企合作模式，对我们番茄的
资源进行配比组合。由研发产生了几千几万个
组合，我们来进行第二步——— 种苗试验。通过
调节不同温度、湿度、种植间隔等，来适应主
要潜在客户的种植习惯和种植条件，测试种苗
的产出水平。”

“这五六年来，寿光把校企合作，发挥到
极致了。国家鼓励科研院所的老师，将成果融
入到农业发展中。老师在实验室有资源，剩下
的工作，比如推到农田里的筛选，这工作我们
来做。品种表现好的，反馈回去，再改良一
下，变为成果。”齐炳林介绍，作为刚起步的
小企业，如果自己掏钱建实验室作研发，成本
太高了，“现在国家鼓励高校、科研院所，将
成果转化到农业中，是双赢的。”

“老师们‘武艺’很高，可他们不知道市
场需要什么。我们把市场需求告诉老师，让老
师去作种子研究。”许老师也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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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给“她”一个美好的名字——— 戴安娜。
2017年，3000袋戴安娜种子甫一面市，就被抢购
一空。“戴安娜番茄有独一无二的口感。今
年，我们正在把这个新品种推向全国。”齐炳
林说。

今年七月中旬，一粒戴安娜的种子，批发
价在六毛左右；一颗苗的批发价在一块五毛左
右。旺林农业番茄部经理李建亭介绍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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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在辽宁试
种的戴安娜番茄，甜度有的可以跟西瓜媲美。

育种是一场“海选”，可能研制千种类
型，最后面市的只有一种。“戴安娜只是第一
代，后面还会不断创新。”齐炳林说。

“农业和工业不一样，农业忙起来，没有
时间，有时候晚上也干，早起晚睡。他早起来
观察苗子的情况，观察长势。从一开始培育就
得研究，不断观察长势怎么样，品种怎么
样。”许老师在大棚里摸爬滚打二十多年，对
育种的新手齐炳林也很佩服。

盛夏时节，在旺林温凉如春的育苗大棚
里，装配式镀锌钢管做骨架、200米长的棚体身
轻质坚，阳光透过9米多高的棚膜射进来，青青
的辣椒苗在一簇簇依偎着。齐炳林告诉记者，
培育蔬菜苗子是一件技术活。“温度、湿度、

肥料等都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还要根据苗
子的生长状况错开浇水时间，把这些基本的条
件控制好了，才能长出健壮的苗子。”

刚创业时，齐炳林才25岁，别人说他看着
像18岁。忙活三五年后，别人看到他，张口就
问他三十几了。“他很勤快，能吃苦，肯动脑
子，我喜欢他身上那股有目标的劲儿。”在大
学时就与齐炳林相恋的妻子刘英鸽说。

“育种是熬时间，等待的过程很令人焦
虑，很多东西都在意料之外。现在我们的戴安
娜品种，一亩地产一万斤，按五块一斤卖的
话，一亩地农民纯收入有两三万元。我感觉，
种子的科研不是为了赚钱而去做，同时也是对
社会有意义的工作。”齐炳林说。

“好种子是先进生产力”

种子研发是技术活。近年来，寿光设立了
蔬菜种子资源保护开发资金，政府每年拿出2亿
元支持种业发展。截至目前，旺林农业也累计
投入科研资金800余万元，与国内外多所高校、
研发机构30余名专家保持合作关系。

齐炳林走南闯北，对寿光农业发展有着自
己的见解。“种业是蔬菜产业的制高点，也是
产业发展的命脉。寿光四季分明，晴天多，水
土好，应该从种子出发，把品种优势发挥出
来。”

“全世界的种业公司，在寿光都有自己的
办事处、分公司。我们的基础很好，好的品种
来了，找到自己的位置，打造出寿光种子的总
品牌。”在互联网时代，齐炳林看到很多地方
在发力，培育种子这个大产业。

“有的地方在打造种业小镇。其实种子代
表着农业最尖端的科技，把种业引过去，不仅
仅是占据着几个小门头，而是整个农业产业的
升级。好种子是先进生产力，可以实现质量的
精准扶贫，把整个农业生产的全过程带动起
来，受益的还是老百姓。”齐炳林说。

种子是源头，从这里出发，派生出好多支
流。齐炳林说，看到很多地方产能过剩、菜贱
伤农的新闻，总是揪心。

“有些地方，打着各种名义鼓励老百姓盖
大棚。可供种植的菜就那么几种，难度也不是
很大。十年前，西红柿就两三块钱一斤，现在
还是这个价位。我们的西红柿品种，可以卖五
到十几块钱一斤，种子要独一无二才行，品种
很关键。”齐炳林说，能解救蔬菜产业的，只
能是控制蔬菜的种植面积，增加优质蔬菜的种
植，减少蔬菜总产量。

在旺林的西红柿大棚，西红柿已快收获殆
尽。齐炳林随手摘了个成熟的西红柿递给记
者，“你尝尝，直接吃，不用洗，一点药没
用！”

这个名为“戴安娜”的西红柿，个头不
大，颜色正红，肉软皮薄，用手一掰，鲜红的
汁肉呈现出来，酸甜可口，鲜味十足。“不管
黑猫白猫，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种子也是这
样，让农民赚钱的才是好品种。”齐炳林说。

“小时候的味道”这个口号，是齐炳林为
“戴安娜”做的推广语，“有人说我矫情，可
我觉得我在做很有意思的事情。通过种子，改
变了大家吃饭的口味和习惯，加速着农业提质
的步伐。”

齐炳林曾到很多农业发达的国家考察。
“农协是个值得借鉴的组织，将农户集中起
来，在生产和消费之间搭桥，让供求关系平
衡。还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业务范围
非常广，包括农民借钱、存钱、保险、种地，
卖农产品等等，几乎包办了农民的所有生产销
售和生活。在农协的关照下，农民可以放下后
顾之忧，安心生产。”

国内也有很多地方开始发展农业协会或合
作社，在种子、化肥、农业、大数据等方面展
开服务。“先掌握主要经济作物的消费量，在
这个基础上，给农民建议种植面积，同时根据
生产成本决定销售参考价格。有的老百姓已经
尝到甜头了。比如买种子时，合作社出面跟公
司买。这样权责明确，这对我们企业发展也有
好处。”齐炳林说。

“再好的东西，越多肯定越便宜。要想控
制出货量，可以用种子来实现。种子公司，方
向一定要对。我现在就认定了‘优质优价’这
个理念，内要口感，外要好看，不会卖低价。
我们先让一部分老百姓能挣钱，引导一部分，
不能漫天撒网。”齐炳林说。

把各个渠道打通

在旺林农业的园区宣传栏里，张贴着“戴
安娜番茄”“英林尖椒”“传奇黄瓜”等品种
的海报，这是这几年公司的主打品牌。这几个
品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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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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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想把公司的体系框架转到互联网的线上平
台，向全国发展。“今年年初，呼和浩特有47
个基地老板来公司学习。他们最少的50个棚，
要是这些基地全部种高品质蔬菜，当地市场完
全消化得了。可这几年来经营不善，不知道怎
么管理，很多大棚荒废了。我们帮着他们实现
品种多样化，种些口感类黄瓜、番茄。”

推广优质种子，步子不能太快。2017年，
旺林在北京周边、内蒙古、青岛、济南的蔬菜
种植园区种植了100多个大棚的“戴安娜”西红
柿。“一开始，投放量不会太大。必须保证做一
个区域，就让这个区域的老百姓，不管几户，都受
益。消费者对口感番茄的认识，也需要一个过
程。”齐炳林介绍道，“可以先面向大城市，需求量
和消费水平在那儿摆着，产销反应快。”

在走出去的同时，齐炳林计划将“戴安
娜”向寿光推广，带动周边农户致富。“寿光
乡亲们种大棚的技术太厉害了，很多观念根深
蒂固。他们大多种欧美系的西红柿，产量高，
要求大水大肥。我们的西红柿不用底肥，后面
追加。他们却不放心，我们前脚走，他们后脚
追肥。”推广初期，齐炳林也碰到难题了。

“我种菜二十年，还不如你这个小伙子？！”一
些乡亲对新品种的种植方法，表示质疑。待果实
成熟后，口味从头酸到尾，卖不上高价。

“技术一流并非口感。外地种这个品种，
你教啥就是啥，农民不敢给你变，很多技术问
题打个电话就解决了。不过寿光也有好处，一
旦教会了几个人，技术就能扩散开，把习惯扭
过来。”齐炳林说，越是技术好的地方，越容
易遇到这种问题。

技术的推广，需要农业种植者的知识化。
“我们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可能还要好多年
才能变革，需要大量的基层服务人员来推动。
现在很多农村里的年轻人，不愿意种地。很多
农民还没有智能手机。比如我们一千个客户，
本来信心十足，想建个微信群交流，结果有八
九百人加不进来，效果不大好。后来我们想办
法，客户要是订苗，我们配发手机，人家说不
要，因为不会操作。”齐炳林说。

在旺林农业北不远的田柳镇，有个以色列
的农业公司在做样板棚，展现他们水肥一体化
的生产理念。“他们拉老百姓看，一时红火，
现在又停摆了。虽然新科技省工省力，但原有
的生产方式顺手了，改变太麻烦。思想的转
变，需要时间。”齐炳林介绍道。

齐炳林的企业，正迈向新台阶。有着政府
和社会多方力量的支持，他仍按部就班，稳扎
稳打。“我们一直小心翼翼，没敢扩张。种子
研发、销售是我们的出路。围绕种子，农业生
产的全过程，我们都参与了。在销售上，我们
也开始接触网络，给几大网络零售商介绍基
地，提供产品。这样坚持三五年，把各个渠道
打通，再筹划下一步的发展。”

“咱们现在不缺基础的生产。很多社会资
本蠢蠢欲动，想投到养殖、种植上，可农业产
出慢，他们等不及。其实可以向高端发展，向
高端的化肥、种子进军。只要抢占了高端，品
牌、种植技术啥的都迎刃而解。”齐炳林说。

虽然创业之路多坎坷，但近10年来，齐炳
林在家人的支持下，从未想过放弃。在他看
来，农业发展本身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急功
近利是不现实的。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给齐炳林吃下了
一颗“长效定心丸”。齐炳林说，下一步他将
继续把种子当先锋，辐射带动周边菜农，加大
高质量蔬菜的种植面积，为寿光高品质蔬菜的
品牌做大做强出一份力。

齐炳林硕士毕业后，放弃出国读博，回到寿光创业，搞育种育苗。他说，育种是熬时间，等待的过程很令人焦虑，很多多东

西都在意料之外……农业要升级，种子当先锋。

齐炳林：发现种子的力量
□ 本报记者 卢昱 杨国胜 本报通讯员 赵德彦

孙家集街道
二甲村恒通育苗
场。 高标准育

苗室。
育苗室胚苗。育苗温室喷灌。

杨国胜/摄影
本报记者采访旺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齐炳林（右）。

种苗业已成为寿光现代农业发展新亮点，
年育苗能力达到8亿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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