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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张立柱

3月22日上午9点，寿光世纪教育集团凤华学
校六年级教师郑文娟接到学生亮亮家长梁琪和的
电话。梁琪和咨询了亮亮语文学习情况，还有课
堂表现、与同学相处等情况。自去年把孩子送到
凤华学校后，常在外地出差的梁琪和时常打亮亮
各科目任课教师的电话，询问亮亮在校表现。梁
琪和有一张银行卡大小的家校联系一卡通，上面
既有班主任的电话，也有各个科目任教老师的电
话。“现在联系老师很方便，亮亮在学校表现得
也不错，我挺放心的。”梁琪和说。

在这之前，凤华学校发给家长的是一张联系
纸。纸张较大，放在兜里往往就揉碎了折坏了，
家长联系不方便。意识到这个问题后，凤华初中
校长、党支部书记朱荣光召开党员会讨论这个问
题，设计制作现在样式的联系卡。“有了这个
卡，家长们直接打老师电话咨询，基本上没有给
我打电话的了。”朱荣光说。

这是寿光世纪教育集团“四制工作法”党群
联动机制中发生的一件小事。党群联动机制就是
党、工、青、妇四位一体联动机制，及时解决家
长、学生、教职工关心的各方面问题。

“四制工作法”是寿光市教育和体育局创造
性实施的以“目标责任制、党群联动制、党员导
师制、点评问效制”为主要内容的党建活动。

“我们牢固树立‘大党建’思维，围绕教
育抓党建，又通过党建促进学校工作，让党建融
入教育教学、教师培养、家校共育和团队评价等
方方面面。”世纪教育集团副总校长、党委副书
记刘志刚说。

教育障碍研究是世纪教育集团近几年抓的一
项重点的研究工作。集团幼儿园承担着其中的幼
儿教育障碍研究，各幼儿园以党小组为载体，成
立了以党员导师领衔的障碍研究项目组，深入开
展课题研究，落实特殊需要教育和个性化教学，
“幼儿园里总会有特殊的孩子，挑食的、情绪失
控的，我们长期认真观察，准确找出障碍点，并
探索出有效的教育办法。”世纪幼儿园园长孙琳
琳说。连续两年，世纪幼儿园教育障碍研究在集
团组织的研究成果荣获团队一等奖。

“在目标责任制的引领下，我们培养党员干
部的责任意识、担当意识和争先意识，涌现出很
多优秀典型，带动整个团队快速成长。”世纪教
育集团党建办公室主任桑庆国说。

目标责任制是世纪教育集团党委将党建工作
项目化，探索采用党支部、党员自主申领，积分
量化管理的方式，落实了党建主体责任，发挥党
员教师模范带头作用。

凤华初中九年级的级部主任、党员辛波新学
期作出承诺：“我一定做好模范带头作用，履行
级部管理职责，全心全意为师生服务，勇摘中考
桂冠。”

有群众的地方就会有党组织服务，有党组织
的地方就会有党员树立榜样。近几年时间，世纪
教育集团考选、招聘了938名青年教师。如何发
挥青年教师工作热情，提高教学质量，成为集团
各党支部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党员导
师制发挥了重要作用。

党员导师制就是各支部选树党性强、素质
高、业务棒的党员担任党员导师，通过月度人
物、首席班主任等方式以身示范，用实际行动引
领青年教师积极进取，尽快成长。

世纪高级小学张晖老师在2018年被评为寿光
优秀党员教师。作为导师，她不仅带领本校五六
年级的24名语文教师，还有全市小学语文学科核
心成员，共同探讨语文教学。

参教一年的青年教师刘海静对课堂把握不
够，讲课时不注意观察学生，处理家长学生之间
的问题时比较急躁。而对这些问题，张晖有丰富
的经验。“我手把手地教，建议她看心理学方面
的书籍，给她一些处理问题的办法。她成长很
快。”张晖说，成为师傅，自己也多了担当。

在东城学校校长、党支部书记马宗国办公桌
上，摆放着一摞听课记录和学校老师的总结和计
划，并有详细的问题及分析和对策。

“我们对党员老师有一套评价机制。从党小
组到党员导师工作室，从管理团队到每个班主
任，每周都有工作总结感悟，都有下周工作台
账，层层推进目标落实，做到了动态化的过程管
理。”马宗国说。

这是世纪教育集团点评问效制发挥的作用。
集团党委结合专题会议、年度考核和党建述职，
对支部、党员认领的党建项目年度工作目标和阶
段性任务进行公开点评，并通过微信平台等发起
投票或点赞活动。

□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报道
本报寿光讯 4月1日至7日，寿光农产品物

流园蔬菜价格定基指数为1 7 2 . 6 9点，较上周
174 . 11点下跌1 . 42个百分点，环比跌幅0 . 8%，蔬
菜交易量环比下降4%。

监测的10大蔬菜类别指数中，6类下跌4类上
涨。其中，下跌明显的类别是菜豆类、甘蓝类、
根菜类，环比跌幅分别是16 . 9%、5 . 4%、4 . 4%。
上涨明显的类别是叶菜类、菌菇类、白菜类，环
比涨幅分别是9 . 5%、7 . 9%、5 . 9%。

周指数小幅下跌主要有三个方面原因。一是
随着气温升高各地区春菜大量上市，市场供应量
充足，蔬菜价格出现下滑。二是天气回暖，部分
蔬菜货源产地逐渐向北转移，运输成本等因素的
减少使蔬菜价格随之下调。三是清明假期期间，
客户购买力下降，需求减弱，带动菜价回落。

4月8日至14日这周，全国会出现大范围降温
降雨天气，对蔬菜的生长造成一定影响。但随着
各地春菜明显增多，导致市场需求减弱，预计蔬
菜价格指数短期上涨的可能性不大。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4月8日，记者使用微信扫描寿光七彩庄园
番茄安全管理二维码，上面显示一系列数据。
既有农药残留合格的证明，也有追踪溯源的公
司，还有生产日期和生产者的管理过程。

记者看到，二维码信息中的生产管理环节
格外详细。1月4日，王福坤浇水。1月7日，王
福坤整枝，打药（诺普丰，主要成分为氮磷
钾，属于复合肥，水冲方式，提高土壤养分，
促进作物生根），使用方法为冲施。1月13
日，王福坤对番茄整枝、盘头，使用卡莱理进
行喷雾。1月20日，王福坤整枝、打岔、浇
水。2月12日，王福坤使用100克多菌灵(多菌灵
属于低毒农药)，以喷雾方式进行喷洒，不会
产生农药残留。2月27日，王福坤采摘小西红
柿。

生产企业是寿光的公司，既有厂址，也有
手机号码。农药残留这一块，既有检测机构青
岛市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也有详细的检测
报告。这是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蔬菜质量大
数据服务平台建设应用的一个实例。

今年3月23日，蔬菜质量大数据服务平台

建设启动。
“蔬菜质量大数据服务平台，以互联网和

大数据应用为创新驱动力，通过构建蔬菜质量
评价与控制标准体系，打造数据化选品营销模
式，开展质量安全社会化服务和高质量蔬菜品
牌营销服务，以高标准引领高质量，用大数据
为好产品赋能，最终实现蔬菜优质优价的目
标。”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牵头负责人，寿
光市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王惠玲说。

目前，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北京达邦
食安科技有限公司和寿光蔬菜产业控股集团已
经制定了全国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服务及质量
大数据运营执行方案（2019-2021年）。

“通过实施‘互联网+蔬菜’计划，深化
产业服务，打造寿光模式，提升寿光品牌，引
领全国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北京达邦食安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明升说，这个方案的预
期目标是通过强化质量安全监管，深化质量社
会化服务和质量大数据应用，使产品达到五个
百分百。即基地巡检辅导率100%，生产追溯应
用率100%，产品出场检测率100%，合格证明出
具率100%，质量数据产销对接率100%，高质量
蔬菜平均增收10%以上。

据介绍，该方案将重点围绕蔬菜“产好”
“管好”“卖好”三个关键点，按照一个中
心、三大体系的“1+3”架构，构建全国蔬菜
质量大数据中心和全国蔬菜质量评价控制标准
体系、质量安全社会化服务体系和数据化选品
营销体系，帮扶规模化蔬菜企业、合作社和家
庭农场提质增效。

质量大数据“大脑”的分析研判和决策，
离不开质量服务若干“神经系统”对信息的收
集加工传递。对照好产品“有标准、可度量、
能证明、会说话、优先购”的服务目标，蔬菜
质量大数据服务平台按照1个数据分析预警平
台，5个质量服务支撑系统的框架进行建设。

杨明升说，建设全国蔬菜质量大数据中
心，实现质量服务“一张网”，分析预警“一
张图”，用数据为产品赋能。

据了解，按照方案的推进计划，今年全国
蔬菜质量大数据中心以创建为主，侧重“孵
化”。创新机制建立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联
合运营中心，成立寿光蔬菜供应链管理公司，
建成全国蔬菜质量服务平台集群和质量大数据
中心，建立不少于3个蔬菜品类的质量评价与
质量控制标准。探索建立蔬菜高质量发展社会

化服务模式，实现寿光蔬菜基地备案率100%，
建成网格化监管服务体系，服务寿光蔬菜基地
5万亩以上。创建全国高质量蔬菜公共品牌
“寿光蔬菜”，建成全国蔬菜产地直采交易平
台并实体化运营。

据介绍，2020年，全国蔬菜质量大数据中
心以运行为主，侧重“熟化”。届时，建成系
统健全的全国蔬菜产业质量评价与质量控制标
准体系，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蔬菜产业高质量
发展社会化服务模式，使寿光市规模化蔬菜生
产基地质量标准和质量服务覆盖率100%、潍坊
其他市县覆盖率达到60%，所服务的基地质量
数据入网率100%，质量大数据中心初具规模。
“寿光蔬菜”全部实现上网交易，在北京、天
津、上海等消费城市批发市场设立“寿光蔬
菜”直采体验店10个。

2021年，全国蔬菜质量大数据中心以复制
为主，侧重“深化”。加快复制“寿光模
式”，在全国蔬菜主产区建成蔬菜高质量发展
区域服务中心（产地供应链管理公司）不少于
15个，使山东省规模化蔬菜基地质量标准和质
量服务覆盖率达到40%，其他省市蔬菜高质量
发展区域样板基本建立。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第二十届中国（寿光）国际蔬菜科技博览
会将于4月20日开幕。本届菜博会将展出名优
稀特蔬菜2000多种、新增品种320多个、先进栽
培模式80多项、前沿技术100多项，采取展位展
销、实地种植和蔬菜文化景观相结合的展览模
式。

据了解，本届菜博会展区总面积45万平方
米，其中室内16 . 5万平方米，设12个展馆、优
质蔬菜品种展示区、蔬菜博物馆以及4万平方
米的广场展位区等。

本届菜博会以“绿色科技未来”为主题，
紧紧围绕服务“三农”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全面汇集展示和交流推广国内外蔬菜产业领域
的新技术、新品种、新业态、新模式。

作为蔬菜景观集锦的“重头戏”，本届菜
博会8号展厅令人期待。4月10日，展厅内正是
一派忙碌景象，从景点制作、收尾，到景观细
节刻画、装扮，再到一蔬一草一木的定植、养
护，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据介绍，小到一
粒种子，大到一座亭台，都要紧紧围绕着造景
需要，把每一处都处理到位，细心装饰。记者
看到，厅内，十几名工作人员围坐在一匹骏马
的泡沫模型前，用玉米粒、红豆粒等进行制
作。据介绍，一条“马尾”的装饰就需要一名
工作人员耗时两三天的时间。

8号展厅的中心景观是“伟大复兴”，以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为主线，将大事、要事、喜
事融为一体，以生态绿色为基调，运用蔬菜挂
果、扦插、粘贴、盆栽、雕刻等艺术手法，展
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
大飞跃和辉煌成就，再现新中国沧桑巨变的壮
丽图景。目前，景观正在工作人员的精雕细琢
下一步步呈现。

另外，作为蔬菜景观集锦厅，今年8号厅
进行了重新规划和设计，把农耕文化、传统文
化、红色文化、廉政文化等融为一体，像“红
色丰碑”“创世追梦”“诚信天下”“清风绿
韵”等大型景观，弘扬正能量，唱响主旋律，
进一步深化了蔬菜文化和创意农业融合发展。

3号展厅以“沙漠绿洲”为主题，不仅展

示了多种沙漠植物，更将“一带一路”沿线的
历史人文和壮美景观浓缩其中。巨型佛肚树、
白毛吹雪柱、猴面包树、斑锦柱、龙舌兰、吉
祥冠等奇形怪状的沙漠植物，与霸王棕、老人
葵、中东海藻、地涌金莲等雨林植物，共生共
长，相得益彰。

记者注意到，3号展厅内有“一带一路”
的沿线自然人文景观，月牙泉、火焰山、玉门
关、非洲部落等浓缩其中。仿真骆驼、大象、
恐龙、鸵鸟等栩栩如生，尽展丝绸之路神奇风
貌。

5号厅，用20余种不同形式的园艺廊架，
实地种植了800多种名优蔬菜，新增添金丝指

葫芦、太空苹果椒、生食南瓜等蔬菜新品种，
并将以“寿光模式”、地域文化和乡村振兴为
内容的30多个景观融汇其中，分为产业菜乡、
生态菜乡、和谐菜乡、文化菜乡、盛会二十年
等板块。

7号厅将展示40多种先进的栽培模式，所
有蔬菜不靠土壤但生长茂盛。空中管道、苗床
式、螺旋式立柱、组合式、倾斜立柱、金字塔
型、元宝形、叠碗立柱栽培等模式形式多样，
布局科学，组合别致，凸显无土栽培的魅力。

据了解，本届菜博会设2000多个室内外展
位。除了展销种子种苗、肥料农药、农机装备
外，2号厅还将举办国际农业精品展和台湾农

产品精品展，来自美国、俄罗斯、日本、法国
等十几个国家和台湾地区的50多家企业将展示
农业设施、栽培模式、有机食品、酒类、旅游
产品、家庭生活用品等。

本届菜博会将革新检票方式，变“一馆一
检”为“一票通”，游客只需检票一次，便可
在各展馆自由游览，省去了每个展馆都排队的
等待时间。会场内还设立了“蔬菜邮局”，可
提供现场投递业务。

“我们在变中求新，展示出独具菜乡特色
的创意农业，尽显蔬菜与文化融合的无穷魅
力。欢迎各地朋友前来游玩。”菜博会组委会
办公室主任王启龙说。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目前，已收集梳理与蔬菜质量相关的
1920条产业链相关标准，完成了蔬菜质量标准
数据库建设，编制了37种蔬菜的54项生产技术
规范，启动了一批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团体
标准制定工作。”3月23日，在寿光召开的全
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工作推进暨蔬菜质量大数
据服务平台建设启动会上，寿光市政协副主
席、党组副书记王惠玲说。

去年，农业农村部和山东省人民政府联合
建立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今年以来，该中
心加快推进标准集成研发，实施“1+1+N”标
准研究推进计划，即1名行业领域内的院士或
知名专家领衔，1名省内专家或本地专家负
责，多名研究人员参与，开展精准、实用的标
准制定、修订工作。

目前，《设施番茄主要病毒病防控技术规
程》《番茄穴盘嫁接育苗技术规程》等6项地
方标准已完成评审，等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统
一发布。由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
杜永臣领衔编制的日光温室番茄全产业链标
准，由隆平高科研究员马德华领衔编制的日光
温室黄瓜全产业链标准，已完成立项建议书和
标准编制大纲。由中国农科院质标所所长钱永
忠领衔编制的桂河芹菜、寿光独根红韭菜、浮
桥萝卜、寿光大葱、寿光化龙胡萝卜、寿光羊
角黄辣椒等6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团体标准正
加快推进。

据介绍，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召开了寿

光农业企业蔬菜标准编制工作座谈会，对企业
编制标准情况进行摸底，鼓励企业制定企业标
准，积极申报制定地方标准、行业标准和国家
标准，确保年内至少发布10项企业标准。

为全力做好标准培训推广，全国蔬菜质量
标准中心开工建设了1320亩的标准中心示范推

广基地，其中专门设立了200亩的标准中心试
验区，为验证评价、集成示范推广标准提供基
础保障。

按照“标准中心推荐标准、农业部门推广
应用”的思路，寿光市农业农村局制定了《寿
光市重点园区打造实施方案》和《寿光市重点

园区智慧农业建设标准规范》，在全市新建的
18个重点园区，率先推行“统一农资、统一技
术、统一管理、统一检测、统一品牌、统一销
售”的“六统一”标准化管理。围绕通俗易
懂、操作性强和实用技术普及，全国蔬菜质量
标准中心启动了蔬菜标准化生产技术规范系列
教材编制工作，计划今年7月份开始，在寿光
全市实施“十百千万”蔬菜标准化培训工程，
遴选20名专家负责讲课，年内培训100名企业负
责人、1000名新型职业农民，辐射全市10万菜
农实施标准化生产，促进标准落地生根。

据介绍，未来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将加
快设施蔬菜全产业链标准制定步伐，确保日光
温室番茄、黄瓜2个全产业链行业标准年内发
布。按照大棚设施、健康蔬菜种苗质量、设施
农业土壤等国家标准编制计划，由全国蔬菜质
量标准中心提供经费保障，启动前期研究，积
极推动尽快立项。同时，立足行业需求，开展
盆栽蔬菜栽培、健康土壤质量评价等技术规范
研究，早出成果，填补行业空白。对已经立项
的地方标准和确定编制的企业标准、团体标
准，倒排时间，加快进度，强化指导，确保编
制标准实用有效。

据悉，4月18日，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
将举办第二届全国蔬菜质量标准高峰论坛。该
论坛是国内唯一的蔬菜质量标准方面的论坛，
主要是交流蔬菜质量标准推广应用、蔬菜产业
高质量发展、农业信息化、育种育苗、生态农
业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引领全国蔬菜产业转型
升级。

蔬菜好不好，大数据来说话

番茄、黄瓜两个行业标准年内发布

本届将展出2000多种蔬菜、100多项前沿技术

年年菜博会 岁岁有亮点

□石如宽
戴玉亮 报道

即将开幕的第20
届寿光菜博会8号展
厅。

□石如宽 戴玉亮 报道
位于寿光的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示范推广基地，工人们在管理蔬菜。

寿光世纪教育集团

党建“四制工作法”见实效

教学融党建

成就渐凸显

天气回暖
蔬菜价格小幅下跌

■中国·寿光蔬菜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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