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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张琳琳 崔丁月

“老师们能剪出来这么复杂的图案，了不
起。希望俺的孩子也有机会能学学剪纸技艺。”
寿光圣城中学学生家长王国强说。

从4月16日起，圣城中学老师的朋友圈里纷
纷转载特色剪纸《三圣请您扫一扫》。图案上，
文圣仓颉、农圣贾思勰、盐圣夙沙氏三个圣人围
着学校的公众号二维码。

“该作品的名称是《三圣请您扫一扫》，是
由美术教师王文娟和信息技术教师曹国栋领衔的
党员名师工作室合作完成的。发布后短短一晚，
就有三百多人关注。”圣城中学校长、党总支书
记齐永胜说。

圣城中学有一个剪纸课程创作团队，开发了
一系列剪纸课程，已在剪纸社团中进行实施，教
给对剪纸感兴趣的同学。

据悉，《三圣请您扫一扫》的创作经历了创
意、构图、剪裁、成图等过程，创作团队在每个
环节都作了多次尝试。

创意环节围绕圣城中学的学校文化“三圣文
化”。曹国栋党员名师工作室负责学校“三圣文
化”课题研究工作。前段时间，寿光市委教育工
委组织征集书画作品时，剪纸社团上交的孔子和
三圣的剪纸启发了曹国栋。他由此产生了把三圣
和学校公众号二维码放在一起的创意，和剪纸社
团的辅导教师王文娟进行了沟通，组成了剪纸课
程创作团队。

构图时，创作团队把学校二维码放中间，按
照三圣标准像的姿势和所代表的寓意进行组合。
经过研讨，决定外部用圆形，边框创作团队采用
传统的“回字边框”，与二维码的正方形形成对
比，既美观，又契合“天圆地方”的古代铜钱造
型。

剪裁中，最难的就是二维码的裁剪。这个二
维码有九个关键识别点，大小、形状、比例等都
不能出错。创作团队把剪纸中的剪刀工艺和刻刀
工艺全部用上，前后用了五天时间，尝试了几十
张纸，最终才裁出现在这个能正常识别的剪纸作
品。

作品成型后，如果装裱挂起来，看到的人会
比较少，起不到应有的传播价值。而把它处理成
电子图像，就能通过便捷的聊天工具和网络进行
传播。在这个环节，创作团队进行了多次试验。
用相机拍的剪纸，有阴影，细微处还有折叠，成
像效果不好。用扫描仪扫描，该作品比A3纸还
要大，手头没有如此大的扫描仪。创作团队最后
确定分块扫描，统一拼接的思路，把作品分多次
扫描出来，再由创作团队的张春杰、崔凤阁等信
息技术老师用制图软件进行还原拼接，并以学校
的标志性建筑三圣广场为底图。最终，这幅《三
圣请您扫一扫》作品得以成型。

该校通过编写党建教材，开发党建课程，设
立了像剪纸社团一样的众多社团，不断构建浸润
式党性启蒙教育体系，成功塑造了“三圣教育·
红色领航”党建品牌。“下一步，我们会继续搭
建各类成长平台，把师生的潜能发挥出来，办群
众满意学校。”齐永胜说。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您种着好几个大棚，这么辛苦，又积极参
加演出活动，演得这么好，真是我们学习的榜
样。”4月20日晚上，看完寿光菜农之家艺术团
演员齐秋梅的演出，观众刘凤霞说。

当晚，寿光菜农之家艺术团在寿光音乐厅举
行演出，共展演13个节目。齐秋梅参演了水鼓舞
《中国龙》旗袍秀《菜乡姑娘爱上江南伞》两个
节目。

齐秋梅是寿光市孙家集街道三甲村人。平时
在种植黄瓜、丝瓜大棚，农闲时学习舞蹈和唱
歌。2012年，齐秋梅加入刚刚成立的寿光菜农之
家艺术团，成为一名菜农演员。

“我打心眼里喜欢唱歌跳舞，家里人也都支
持我。平时，忙完农活，我就跟着团里训练，参
加演出。我们一周至少集合训练一次。”齐秋梅
说。

为了这次演出，菜农之家艺术团演员在一个
月前就开始了准备。“我们要求每个节目都要有
新意，摒弃了所有的老节目，大家积极训练，才
有了很好的舞台效果。”菜农之家艺术团团长孙
美云说。

程会云、张玉芹、朱迎春、赵爱玲四人演出
了《四个大姐逛菜博》。“菜博会我们都耳熟能
详，里面的新鲜技术新鲜果蔬，都很吸引人，我
们想着展示出寿光菜农的新形象，传播菜博会的
良好形象。”程会云说。

程会云是孙家集街道人，平时喜欢演出，尤
其喜欢唱吕剧。“我们在一起很欢乐，有了不足
互相指出，有了进步，一起分享。”程会云说。

和齐秋梅一样，王秀红表演了旗袍秀和水鼓
舞。“在台上表演，展示出了女性美和艺术美，
让我的信心大增。”王秀红说。

从田柳赶来的杨新堂带着两位徒弟演奏乐器
《芦笙之恋》。杨新堂擅长吹笛子。“通过不断
训练，我们才能提高。”杨新堂说。杨新堂是小
车司机，闲暇时就吹笛子。

王培胜、郑国秀、候冠礼、刘伯军、张法娟
演唱了《我和我的祖国》。候冠礼是胡营人，平
时种植茄子大棚。“我喜欢演唱，种好茄子之
余，我们一起聚聚，唱唱歌，心情舒畅。”候冠
礼说。

寿光市稻田镇的鹌鹑养殖户韩伟华演唱了京
剧《咏梅》。“我经常在家看电视听曲子练习，
现在有了正式演出，觉得差距还不小。”韩伟华
说。

“我们团的成员大都是菜农，大家聚在一
起，为菜农演唱，展示新时代农民精神风貌。”
孙美云说。

目前，菜农之家艺术团成员100多名，已有
稳定的器材室、演出训练场地，还有演出车辆。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4月21日10点，寿光第二十届菜博会10号
馆，寿光绿色家园农资有限公司展位前，来自
黑龙江的张庆国品尝了小黄瓜。“这个黄瓜好
吃，很脆，香甜，有小时候的味道。”张庆国
说。

绿色家园负责人从海英说，这种小黄瓜采
用无土栽培，全生长周期搭配使用益生菌，灌
溉了量子设备处理过的水。

从海英是威海人，因为喜欢蔬菜，2015年
来寿光从事农业。据介绍，每批小黄瓜上市，
绿色家园都要进行农残检测和营养检测。今年
2月15日检测的小黄瓜，总糖100克含量为2 . 21
克，钾钠钙铁镁锌含量每公斤分别是1755、
9 . 83、283、9 . 98、177、2 . 31毫克。农残方
面，绿色家园委托青岛一家机构进行了239种
农药残留检测，均在合格范围之内。

“口感好，营养足，又有检测报告，这样
的蔬菜吃着放心。”张庆国说。

菜博会2号馆，鲜绿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展示了饱满白嫩的鲜玉米。“这个品种脆甜
多汁，生吃都行。”工作人员李秀红说。

来自山西曲沃县的种粮大户李明亮、王云
良对这种玉米很感兴趣，对抗病性、管理、产
量、销售等方面逐一咨询。曲沃县主要种植小
麦、玉米、洋葱、大蒜等作物。“我们来这
里，主要是学习新技术，了解新品种。这个水
果玉米不错，我觉得可以引进。”王云良说。

菜博会1号馆，广西慧云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展示了“耘眼”应用程序。“智能图像识别
技术与农业生产深度融合，让计算机模拟人类
大脑神经网络，像人类一样思考，像农业专家
一样看懂、理解农业，最终让人工智能服务于

农业领域。可以说，‘耘眼’的诞生，让人们
看到了未来农业的更多可能。”慧云信息市场
部经理陈露妃说。

据介绍，“耘眼”可以智能识别病虫害，
和农业专家一样快速诊断，避免病情延误，造
成损失。目前，慧云信息的病虫害识别功能只
针对柑橘、葡萄两种水果的数十种病虫害。像
柑橘的红蜘蛛、溃疡病，葡萄的灰霉病、白粉
病、卷叶病等。

“我们参加菜博会，就是想寻求合作伙
伴，收集更多的蔬菜作物的虫害信息，让病虫
害识别功能在蔬菜种植领域得到更广泛的应
用。”陈露妃说。

菜博会1号馆，江西省瑞金市设立了特色

展，主要展示瑞金中兴现代农业园区生产的农
产品。展位负责人王萧婧说：“我们想让更多
的人看到寿光蔬菜种植技术带给瑞金的发展变
化，也想通过菜博会进一步宣传瑞金的品
牌。”

据介绍，农业、旅游是瑞金的支柱产业，
蔬菜种植历史悠久，但多年来农业产业龙头不
凸显，集约化、科技化程度不高。近年来，瑞
金市不断到寿光实地学习调研，利用现代农业
园区和乡村旅游，探索高效农业、绿色农业、
智慧农业、品牌农业融合发展新路。

寿光中兴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投资建设了瑞
金中兴现代农业园区，占地1000亩，40%的温
室大棚由企业示范种植，30%无偿提供给贫困

户种植，其余30%优惠提供给当地种植能手种
植。

来自聊城莘县的种苗经营者吕银朝，在1
号馆看蔬菜种子、农业设施。同行的，还有4
位经营种苗的朋友。

2002年的寿光菜博会，吕银朝就来过。
“来对了，这里有很多蔬菜新品种和先进的农
业设施，让人大开眼界。”吕银朝说，从此他
每年都来参加菜博会。在第十七届菜博会上，
他买了一台播种机，改变了人工播种模式，效
率提高10多倍。

“莘县有上百家种苗厂，我们都是先学习
再引进。年年来菜博会，年年有新收获。”吕
银朝告诉记者。

来自青岛平度的李志勇，在菜博会上收集
了很多资料，分类叠放。李志勇之前在一个单
位上班，后来辞职建设了3个蔬菜大棚。这是
他第一次来菜博会，打算挑点新品种和新技
术。

“用智能远程操控系统，手机上轻轻一
点，大棚里的喷雾器就立刻启动，大棚保温被
自动卷起。这些新技术，对我们很实用。”李
志勇说。

菜博会2号馆农业精品展区，以色列水培
中以科技转移平台中国区代表解晓巍向游客
展示水培技术。“菜博会汇集了顶尖的技
术，让众多展商切磋交流的同时，也为想学
技术的人提供一个平台。”解晓巍说，“我
们想借助菜博会，认识更多合作伙伴，拓展
合作领域。”

据寿光菜博会组委会办公室统计，4月20
日，第二十届菜博会开幕当天就接待游客6 . 8
万人次。4月21日，接待游客9 . 8万人次。两天
的时间，共接待16 . 6万人次。

□ 本报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4月23日下午，寿光市稻田镇崔岭西村现
代农业示范区，大棚种植户崔江元走进大棚。
在大棚管理房，崔江元拿出手机，点开农业智
慧管理APP，查看了大棚里的温度、湿度等数
据，用手机遥控卷帘、放风等操作。“就是不
来棚里，这些操作在家里一样可以进行。”崔
江元说，借助智能设备，种棚省时省力省事，
夫妻两个就能玩转两个大棚。

2016年，崔江元投资50多万元建起两个新
式大棚。大棚里安装了智能卷帘机、水肥一体
机、补光灯等多种现代化设备。

孙家集街道三元朱村的90后大学毕业生王
聪，是村里最年轻的种棚人。毕业后，王聪回
家建了3个大棚，安装了自动放风机、水肥一
体化等设备。2018年，王聪一个棚的收入约12
万元。“最大的便利就是省时省力省工，像这

套（水肥一体化）设备，能省40%左右的人
工，能增产20%至30%。”王聪说。

据介绍，目前在寿光新建的大棚中，智能
温控、智能雾化器、水肥一体化等物联网设施
应用率达到80%，农民劳动生产率提升200%以
上。“智慧农业不但提高了蔬菜品质，也让蔬
菜生产实现了现代化、标准化、智能化。”三
元朱村党支部书记王乐义说。

每天，王聪把黄瓜运到三元朱村成立的合
作社，取样检验合格、贴上二维码后，才能装
车运往全国各地。有了二维码追溯功能后，每
斤蔬菜可以多卖0 . 2元，一年可以多挣2万多
元。“这样既让大家吃到了放心菜，也提高了
我们的收入。”王聪告诉记者。

洛城街道黄家庄村的大棚，已有34年历
史。该村党支部书记黄春海说，从1985年的小
土棚，到下挖式卷帘棚，到后来的无立柱钢架
结构大棚，再到如今的云棚物联网系统，黄家
庄的大棚不断更新换代，村民的腰包也越来越

鼓。
黄家庄村民韦孝忠家建了3个大棚，一大

两小，主要种长茄和丝瓜。去年，3个大棚收
入超过12万元。“有了智能设备，我每天也跟
城里人一样上下班，只不过上班的地方是大
棚。”韦孝忠说，每天天亮进棚，上午10点左
右回家，下午两点之后再进棚，晚上六七点回
家，很有规律。

今年44岁的王张波，是田柳镇崔家庄村
人，一家3口主要靠3亩承包地和一个西红柿大
棚生活。他家的新式大棚长200多米，最高处
有7米多。“这么宽敞、高大、通风的大棚，
自己建的话得需要50万元。”王张波说，“大
棚是从田柳镇现代农业创新创业示范园租的。
签了5年租期，一次性交了17 . 5万元的租金，
比自建大棚省心多了。”。

大棚内配置了水肥一体化等智能设备，园
区内还有农资超市、检测中心、蔬菜交易市场
等。

之前，王张波种着一个60米长的老棚，一
年毛收入七八万元。“现在的新棚面积大了很
多，收入肯定比以前高。”王张波说。

田柳镇党委书记王桂芝说，现代农业创新
创业示范园通过物联网实现智能化管理，每亩
蔬菜每年可以节省6 0多个人工，节水超过
40%，提高肥料利用率达50%。可以说，园区
就是一个“绿色工厂”。

据了解，该园区是寿光2018年建的18个
蔬菜生产示范园区之一。这些示范园区内的
蔬菜严格按照“六统一”来组织生产管理，
统一农资供应、统一技术指导、统一管理措
施、统一生产检测、统一品牌包装、统一产
品销售。

“从今年2月起，我们从18个园区生产的
蔬菜中，挑出部分品种运到北京、天津、济
南、青岛等地，摆到高端社区、超市的货架上
试卖，价格是普通蔬菜的3倍至5倍。”寿光农
发集团总经理张成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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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4月22日上午，来自枣庄的游客吴向军参
观完菜博会3号馆后，一连说了几个“没想
到”。“没想到仙人掌的类型居然有那么多，
没想到地涌金莲这个沙漠的花这么漂亮，没想
到锦屏藤的根垂下来像红色的帘子。”

今年的菜博会3号馆，以“沙漠绿洲”为
主题，不仅展示多种沙漠植物，更将“一带一
路”沿线的历史人文和壮美景观浓缩其中。
“让游客在感受国家发展战略的同时，也能欣
赏别具风味的大漠绿韵。”菜博会组委会设计
部部长张建卫说。

“能博得游客芳心，菜博会靠的是不断创
新求变，使其由一场农业、科技、交流的盛
会，成为具备观光休闲、文化传承、生态科
普、互动体验等多项功能的旅游盛会。”菜博
会顾问张嘉庆说。

连续多年参与菜博会景观设计的杨国春
说：“景观创意是吸引游客一年又一年来菜博
会的重要因素。来菜博会的人，一类是观光旅
游的，一类是学技术购产品的。随着菜博会逐
渐成熟，我们更要做足功课，把更多普通游客
吸引进来。”

据介绍，第四届菜博会首次采用了瓜果造
景观的创意。也是从这届开始，农业观光游逐
渐显现。2005年第六届菜博会，参观人数首次
突破百万，随后几年连创新高。

据介绍，现在游客看到的景观，早在一
年前，菜博会组委会工作人员就开始构思
了。第十九届菜博会开幕后，菜博会设计部
人员就开始考虑第二十届菜博会的蔬菜文化
景观。设计部先是召开务虚会，征集每位工
作人员的意见建议。经过近20天的磨合后，
确定大的方向。

最终，第二十届菜博会围绕新中国成立七
十周年这个主题，以蔬菜瓜果为表现符号，选
取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大历史事件及成果，设计
制作创意农业景观200多个，通过蔬菜与文化
融合的特有方式，向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献
礼。

作为蔬菜景观集锦的“重头戏”，菜博会
8号馆中心景观“伟大复兴”，以新中国成立

七十周年为主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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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8号馆把农耕文化、传统文化、红
色文化、廉政文化等融为一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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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景观，彰显了新时代、新精神，让

我感到震撼、得到感悟、受到教育。”来自南
京的游客左明山说。

“把蔬菜融入文化元素，是菜博会拓展农
业观光旅游功能的重要举措。”张嘉庆说。

菜博会组委会宣传部长李可一说，从2000
年起，菜博会一年一次，年年火爆，届届成
功，究其原因，离不开蔬菜文化景观。

梳理菜博会的历史发现，2003年和2004
年,“菜景结合”和“节会结合”成菜博会亮
点。2006年至2008年，农业观光旅游迅速崛

起。通过设立台湾农产品展区，让台湾农产
品进入大陆北方找到了“登陆点”。2009
年，寿光蔬菜高科技示范园荣获国家4A级旅
游景区。2010年，国内首家蔬菜博物馆落户
寿光，并建成启用。2011年，智能化蔬菜机
器人亮相。

“科技好推，产品好卖，技术好学，文化
好看，旅游好玩，让菜博会成为寿光重要名
片。”张嘉庆说，“我们千方百计办出新特
色。换句话说，推陈出新，是唯一的路子。”

寿光新建大棚八成用上物联网

用手机种菜，就是省心

菜博会文化景观博得游客芳心

可以生吃的玉米，能识别病虫害的“耘眼”，菜博会上既有新品种又有新技术

懂行的看门道，不懂的看热闹

□石如宽 戴玉亮 报道
在寿光第二十届菜博会6号馆，游客们在了解水肥一体化技术。

□石如宽
戴玉亮 报道

在寿光菜博会的景
观前，游客们纷纷玩起
了自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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