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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春节刚过，在临沂市兰山区的北
端，天寒地冻中，弯弯蒙河在冰雪覆盖下静水
流深，向东奔入沂河。在两河相汇处南邻的冲
积平原上，李官镇三官庄村的临沂市龙湾都市
农业科技示范园内大棚连着大棚，突如其来的
降温和降雪，反而衬得大棚内春意正浓。

作为三官庄大棚蔬菜的领跑者，兰山区清
春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清春在大
年初二就活跃在大棚内外。在蔬菜种植基地东
侧，是一座三层小楼，盖钧镒院士工作站去年
年底在此揭牌，这里进行着奶桑研发；种植基
地西侧，是蔬菜批发市场，来往运输蔬菜的车
队不分节假日，一年到头穿梭不停。

“科研+合作社+市场”是三官庄村乡亲们
致富的三个法宝。用杨清春总结的话来讲，这
也叫“一体两翼”……

“三温两防控”申请了

国家专利
杨清春今年50岁，个头不高，身强体壮，

多年在田野间风吹日晒，脸上黝黑泛红，颇像
高原红。

在西红柿大棚内，两米高的植株上点缀着
宽大叶子，无论横看竖看，枝头皆挂满红绿相
间的果子，甚为喜人。棚内温度25℃，乡亲们
身着单衣忙着采摘，满头大汗。不一会，一筐
筐百十斤重的西红柿被小推车载出菜地。

“你看，这一簇就得卖六七块钱……”
“这个里面刚开始红，再有一个星期红透了就
摘。”杨清春不善言辞，却常一语中的。在大
棚里，他闲不住，随手去去叶、扶扶枝……

“西红柿40天就挂果，一棵西红柿能采摘
十斤左右，亩产3万多斤。眼下批发每斤三块五
左右，大部分进了大中城市的超市。”杨清春
介绍道。

在另一个大棚里，黄瓜略显细嫩，五六天
后方可上市。元宵前后，蔬菜需求的旺季到
来，这些黄瓜恰恰赶上好时候。对于时间的拿
捏，杨清春算得很准。

蔬菜基地的大棚不是一般的日光温室，其
独特的“三温两防控”构造申请了国家专利。
杨清春介绍，这“三温”是日光温、地温和后
墙储温。相较于普通大棚，这种大棚顶部倾斜
度适中，能够充分吸收日光温；底部下沉约80
厘米，可充分利用地温；五米半的后墙全用泥
土夯就，白天往里吸热，夜间往外散热，使棚
内温度平衡。两防控是指在大棚进出风口处设
置一层防虫网，有效防止害虫进入；地面覆盖
地膜，可避免因地表水蒸腾造成棚内湿度过
大，有效抑制病菌传播。

“每个棚的成本在十五六万块钱。一般占
地四亩，纯种植面积两亩多一点。一个棚用20
年没问题。”兰山区农业局的专家许传山介绍
道。今年61岁的许传山曾任兰山区农技推广中
心主任，对大棚蔬菜种植有深厚见解。

“传统的虫害防控，是对症灭虫。我们进
行科技创新，在进风口、出风口设置防虫网，
让虫子进不来。乡亲们就编出顺口溜夸赞新大
棚，不进虫子少得病，喷雾器也不用。这是设
施农业带来的新变化。”许传山告诉记者。

新式大棚的科技，有诸多妙招取之于生
活。“防虫网，就像蚊帐一样；半地下大棚，
就跟野兔子过冬似的，野兔子在地上扒个坑趴
下，即使雪盖着脊梁骨也冻不死，这是利用地
温；控湿防病害，就连农村老太太也知道，煎
饼干着放半年不变味，湿着几天就长毛，这个
‘毛’就是真菌性病害。”许传山说。

“大棚里的学问真不少，如今种菜还得靠
科学。老经验自给自足还行，拿到市场上就没
有竞争力。”杨清春说。在他的示范带动下，
当地三温两防控蔬菜大棚数量已发展至1020
亩，棚内蔬菜一年3季轮作，每亩年增产10%、
增收4万元。

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在院士工作站大楼的会议室里，许传山向
记者介绍他多年来开展新品种、新技术的试
验、示范、推广工作的经验。在他身旁的小孙
子，一边拆卸着魔方，一边催着爷爷带着去大
棚里采摘。孙子在爷爷的熏陶下，对土地有着
别样的感情。

“咱们这里当年搞大棚的很多，大都坚持
不了，三五年就转到别的行业。杨清春一直在
坚持着，逐渐发展。”许传山说。

作为土生土长的三官庄人，16岁高中下学

后，杨清春就跟着父辈们学种菜。当地土质肥
沃，水源充沛，乡亲们有着多年蔬菜种植史。
在露天种植时，李官尖椒便小有名气。

杨清春打小就敢想敢为。不到20岁的他曾
背着一袋子姜，搭上一辆往江苏运牲畜的货
车，一连数个小时挤在牲畜中间，强忍着臭味
儿。多次外出卖菜的经历，让毛头小伙子逐渐
参悟：种菜不如卖菜赚钱。

上世纪90年代初，杨清春听说到寿光拉菜
卖能赚钱，就四处借钱买车跃跃欲试。不料，
他辛辛苦苦借来的8000元钱却丢了，急得大哭
一场后，擦干眼泪，继续琢磨如何买车。

杨清春开始四处打工，还清债务后，新买
了一辆光明牌三轮车。当时，信息不畅通，蔬
菜在产地与销售地之间有较大差价，贩卖蔬菜
确实赚钱。杨清春一边贩菜，一边留心当地种
植技术，很快积攒下一笔钱。

机会总是青睐有心人。1994年，兰山区科
协与村里结对子，帮助发展大棚蔬菜。这本是
一个非常有前途的好事情，可是对于祖祖辈辈
以种庄稼为生的乡亲们来说却难以接受。与以
往的蔬菜种植不一样，大棚蔬菜产量高、易管
理，但是投入大，门槛高，农民不敢轻易尝
试。摔打惯了的杨清春不怕，他认定这是科
学，拉着村里7户村民，成了村里第一批吃螃蟹
的人。

可一开始，他就交了“学费”。由于经验
不足，第一批大棚蔬菜长势并不好。大棚黄瓜
又细又小，销路成了问题。杨清春索性把他们
的黄瓜全部收购下来，再低价卖给了酱菜厂。
虽然自己赔了钱，但大家种植大棚蔬菜的积极
性没有降低。

这次挫折，让杨清春意识到，对菜农来说
销路很重要。于是，他摇身一变做起了蔬菜经
纪人，上北京、跑上海，来往大江南北四处找
销路、拓市场。由于规模上不去，收菜人不愿
来，杨清春只好组织几辆三轮车把菜带到附近
的兰陵去卖。虽辛苦些，但一两年下来积累了
不少客户资源，销路稳定，农民种大棚的积极
性算是守住了。

行商不如坐商。2001年，眼瞅着大棚初具
规模，杨清春在蔬菜大棚西侧建起农贸市场。
一个大院子，几间敞口的铁皮棚，不算很起
眼，但离菜棚近，交易方便。“这个市场解决
了周围50里农民卖菜难的问题，从早上四点钟
开始一直到六点钟，市场里人来车往，别提多
热闹了。”杨清春说。

杨清春说，市场刚开始的时候，全靠媳妇
刘秀凤撑起来。“她账目特别清晰，记忆力
好。那时没有电脑，也来不及随手记，全凭记
忆，日常交易她都记在心里，谁卖多少，欠人
多少钱，一点差不了。”

鱼儿爱吃西红柿

记者到农贸市场时已是下午，前来拉菜的
车辆进进出出。市场里配备了大容量的预冷
库，在夏秋时节，可以迅速将采摘的蔬菜冷却
下来，解决“田间热”问题，使蔬菜保鲜期提
高一周左右。

在许传山看来，杨清春的市场在全国都独
具一格。市场开门时，天蒙蒙亮，买卖双方在
忙乱中交易，实际上有条不紊。

“合作社的账单一式三联，收购方、菜
农、合作社各执一联。菜农只管把菜送到市场
上来，过完秤记完账，拿单据走人，接下来的
工作交给合作社的经纪人。来自天津、上海、
江苏等地的商贩，与菜农并不认识，只要通过
市场内的十几个经纪人购菜、装车就成。这种
交易方式对大商贩有利，他们不用跑多家菜农
去收购，一处就能满足需求。”许传山说。

“在交易过程中，经纪人与菜农不即时结
算。上午十点以后，菜农拿着单据就可以取
钱，这样就提高了清晨的交易效率。久而久
之，菜农与合作社之间形成一种稳固的信任关
系。很多菜农嫌天天取钱麻烦，就直接把钱存
在合作社，按约定好的利率计利息。”许传山
说，合作社的信誉本身就是一种财富。

农贸市场的建立，带动了三官庄村蔬菜种
植的积极性，大棚面积迅速扩大到上千亩。种
植规模的扩大，又反过来促进了农贸市场的红
火。

“来晚了抢不着菜了，都让大户拉走
了。”李官镇朱里社区的黄炳兰忙着将长长的
青椒摆在菜筐里，她上午拉了一三轮车到半程
镇农贸市场卖，不一会儿卖光了，下午来拉第
二车。而一位来自蒙河对面村庄的王姓商贩，
一天内已是第四趟往返市场。

市场繁忙，人手紧缺。杨清春的儿子杨振
国，干脆从效益较好的鲁南制药厂辞职，加入
到蔬菜营销队伍中来。

杨振国有着专业的市场分析头脑。在他看
来，市场的作用不仅仅是销售，还有导向作
用。比如，哪个品种更受欢迎，哪种蔬菜价格
看涨等，这些大数据对大棚种植结构的调整非
常重要。据杨振国的统计，西红柿是今年冬天
的销售冠军。他和父亲商量，有必要筛选二三
十个品种的西红柿，最好自己建育苗厂、保鲜
库，在西红柿上多用些心。

“之前，蔬菜都供应外地商户了。2015年
开始，我开始尝试自己在当地销售，进校园、
进超市，好菜得让本地人先吃上。”杨振国
说。临沂是千万人口大市，光中心城区就一两
百万人，消费潜力很大。

“前两天，我们忙着做都市农业科技示范
园。这里走滨河西路到市区只有40多里地，随
着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完全可以靠城市消费来
拉动周边产业发展。”临沂大学农林科学学院
教授李广军介绍道。

为适应配送需求，杨振国逐步组建起一支
配送队伍。“这几辆都是我们的配送车，我们

打算在车箱上喷上清春的品牌标志。”
“我们也做‘互联网+’，尤其在秋冬季，

线上销售潜力很大，淘宝最多一小时卖出5万块
钱。”杨振国说。近几年，他与人合作开拓线
上销售渠道，使用“清春蔬菜”的品牌装箱，
颇受市场欢迎。

市场认可的，都是好产品。杨清春对蔬菜
的品质，有足够信心。在院士工作站楼前广场
南邻，是一处汪塘，因靠近当年奉祀天官、地
官、水官的三官庙，被当地人称为“庙子
汪”。如今，庙子汪里的鱼儿们不喜欢吃鱼饲
料，反而爱上有机西红柿。

“我们平时把市场上捡剩下的次果、烂
果，倒进鱼塘，它们也习惯抢这个吃了。西红
柿‘嗖’地一下就被鱼儿吞嘴里了，还挺有乐
趣的。现在钓鱼得用西红柿作饵，比用蚯蚓效
果还好。尤其是鱼儿闻着西红柿饵料的气味，
平均三分钟钓一条，草鱼、鲤鱼、花鲢都
有。”杨清春笑道。

专家工作室在地头

2005年时，杨清春已有30亩的蔬菜大棚。
他总是不断观察，随时总结经验, 并毫无保留
地传授给其他菜农。当时，乡亲们种大棚所用
农药、种子、化肥不全不真的问题，总萦绕在
他脑海中。在他的努力下，“兰山区李官镇三
官庄村农业综合批发部”挂牌成立。服务部里
农药、种子、化肥不但品种齐全,且保证货真价
实。

随着农业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一家一
户的小规模种植很难抵御市场风险，直接影响
到种菜户的收入。2008年2月，杨清春牵头成立
了兰山区清春蔬菜农民专业种植合作社，动员
本村及周边村民一起种植大棚蔬菜。

当时，一个普通大棚投入在8万元左右。正
是这笔高投入，把许多农民挡在了快速致富的
跑道外。为此，杨清春学城里人卖楼的好办
法：利用合作社闲散资金投资建一批标准大
棚，零首付租给农民使用，农民赚了钱再付租
金。这样，合作社的规模迅速扩大，会员很快
达到380多人。三官庄的大棚蔬菜种出了声势，
成了远近闻名的蔬菜专业村。

当时，乡亲们便意识到进城打工不如在家
种棚。“老百姓空着手过来租棚，不用带资
金；苗子、地膜都是团购，合作社统一提供免
费的技术指导。最后，扣除棚钱、农资费用就
是农民的利润。”杨清春介绍道。

在合作社下设研究院工作的胡发勇，老家
在三官庄南邻。学应用电子专业的他，大学毕
业后在青岛工作两年，之后回到老家。“我喜
欢这种生活，不喜欢繁杂的城市。”胡发勇说
自己开车三五分钟便可到合作社。“我来之
后，吃到这里的柿子、黄瓜，真是小时候的味
道。现在一家人都吃合作社种的菜。”

“小时候的味道”背后是用心。为保证蔬
菜质量，少走弯路，杨清春想办法让科技长
腿，走好科技“最后一公里”。当前农业技术
推广是由上而下逐级展开的，通常在最重要的
乡镇级农技推广与农村对接环节弱化或断层，
形成难以打通的“一堵墙”。

善于动脑筋的杨清春直接“建桥”，将专
家们请出办公室，零距离深入基层开展“全
科”服务。他专门拿出几个大棚给许传山等一
批农技专家当作实验棚。杨清春专门为许传山
腾出办公室和宿舍，每周7天，许传山至少有5
天是在菜地里度过的；李广军教授一年有近一
百天在三官庄的大棚里忙活着……

“我在办公室里作用不大，农技人员只有
到农村作用才能发挥出来。在大棚里，到底是
土壤、水，还是品种、环境、大棚结构问题，
可以直观分析。国家鼓励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
走出来，这个导向是正确的。”许传山说，一
些理论在办公室里理论推演就很难有所突破，
而有了大棚实验，就容易得到数据，也可以从
实践中得到启发。比如，一些细节的改进，可
以让微滴灌加水肥一体，节约水、肥60%左右，
地膜全覆盖能降低相对湿度30%以上。

合作社专家们还发明了一种蔬菜弃物有机
肥及制作方法，将鲜蔬菜弃物打浆为湿料，将
干蔬菜等弃物粉碎为干料，两种料混合补氧发
酵后在大棚基施，实现弃物资源化，减少污染
源和病虫害传播，修复土壤，美化田园。

“农业要上台阶，科技很重要。”李广军
说，院校和农业的对接越来越密切，高校的考
核机制也应该有所调整，不能光盯着论文和上
课的工作量。

合作社定期会给农户培训，平均每年二十
多期。杨清春请来的专家学者便为“土专家”
们讲课。“在农民课堂上，讲效果最容易被接
受。乡亲们记得很认真，他们很缺知识。农业
生产的各个环节，看着简单，其实有不少科技
含量。比如水肥一体化，啥时候浇水，什么配
比，水多水少，要浇到什么时候，都是学
问。”李广军说。

合作社乐了乡亲们的心。“这几年，真是
一年一个台阶。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在技术
顾问的辅导下，确实迈步很快。”杨清春说。
这背后的艰辛，他很少提及。“2001年，为了
创建市老年科协蔬菜基地，他去提种子，回来
遭遇事故，腿都骨折了。这么多年，真是吃苦
遭罪了。”胡发勇说。

奶桑产业迎接春天

2018年12月18日，杨清春迎来好消息：筹备
已久的盖钧镒院士工作站正式通过山东省科技
厅审核，并备案公示。工作站专攻研发大豆和
奶桑植物蛋白。

从蔬菜种植延伸到奶桑，杨清春说：“奶
桑浑身是宝，大豆含蛋白质42%，奶桑35%以
上。跟韭菜一样，每年能割五六茬，耐瘠薄，
耐干旱，产量高。它可以做菜、豆腐，做茶
叶，做饲料，能有效替代转基因进口大豆。”

李广军教授从事食品奶桑研究数年。2017
年，通过李广军，杨清春又与南京农业大学盖
钧镒院士取得联系，筹资建设院士工作站。借
助新的院士工作站研发平台，产品注册了“奶
树”“奶桑”“桑奶”商标。杨清春盼着奶桑
产品能在畜牧、食品等领域替代相对成本较高
的大豆蛋白。

在实验大棚里，许传山掐了几株奶桑的嫩
芽，牛奶般的水珠便在切口处渗出。记者品尝
嫩芽，略微有些涩。

“大豆蛋白质由两种结构蛋白构成，奶桑
有20多种，蛋白质凝固、沉淀、分离出来需要
动脑筋。我们现在把奶桑蛋白质的色谱分析出
来了。”许传山介绍道。

2017年起，杨清春参与到山东科技扶贫援
疆项目中，在疏勒建立五千亩奶桑基地。“所
有奶桑种植技术和蔬菜种植技术，俺们合作社
进行无偿输出。当地农户来每承包半亩奶桑，
收益是他们的，光饲料就能养活十只羊。”杨
清春说。

最近几年，杨清春带领合作社成立了高蛋
白植物研究院和蔬菜技术研发中心，与南京农
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临沂
大学等高校合作项目17项，研发团队支持企业
技术创新发展，给传统种植插上了科技的翅
膀。近年来合作社引进及研发新技术20余项，
是临沂市首批支持建设的农业科技示范园区。

“一个农民能接受科研，比较难得。这需
要思想的提升，毕竟科研不能当时见效，理论
与实践的转化需要时间。新技术、新设施的使
用，提高了效益，对我们也有好处，我的学生
毕业论文有好多是在这里做的。下一步，我们
将重视南菜北引，以及种植结构的调整。”李
广军介绍道。

“这几年党和政府重视农业发展。我们算
了一下，光杨清春这里，政府前前后后补贴六
百多万，他自己基本一比一配套。规模还是有
些小，现在还不到三千亩，应该上万亩才能做
大事儿，影响还是不行。再就是组织架构不
行，农民逐渐老龄化。有些地方还是家族式的
管理，得迈向现代企业管理模式。”对将来的
发展，李广军提出一些建议。

“我们缺相应的人才，希望刚毕业、有干
劲、有想法的年轻人加入进来。尤其是周边离
得近的大学生，哪怕是来实习，我们也欢迎，
可以安排食宿。”胡发勇说。

“2019年，我们会继续围绕农业，多方面
发展，在蔬菜、奶桑的科研上投入更多人力物
力，建立团队，打造好实验室。院士楼东边种
下一大片油菜花，春暖花开时，有不少人会来
观光旅游。”对春天，杨清春充满期待……

农民杨清春带领合作社成立高蛋白植物研究院和蔬菜技术研发中心，与南京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华中科技大
学、临沂大学等高校合作项目17项，研发团队支持企业技术创新发展，给传统种植插上了科技翅膀……

杨清春：院士工作站建在咱家地头上
□ 本报记者 卢昱 本报通讯员 臧德三 李霞霞

本报记者在采访杨清春(右)

2018年10
月启用的院士
工作站。

临沂大学李广军
教授在院士工作站实
验室内介绍仪器。

杨清春的儿子杨
振国(左)辞职回到蔬
菜批发市场工作。

许传山(右)在
向本报记者介绍奶
桑生长情况。

■ 责任编辑 郭爱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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