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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石如宽

半年观摩点评见亮点。寿光各镇街的农业新项
目，展示了大棚果蔬发展新方向，给人启发。

园区建设高标准

寿光古城街道是全国最大西红柿生产经营集散
地之一，上百家种子公司在这里示范育种，年育苗
量超4 . 5亿株，番茄产量5 . 2亿斤，品种4000余
个。今年，古城街道提出“番茄小镇，魅力古城”
口号，规划建设占地6000亩、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的“番茄特色小镇”。其中，投资4000余万元的蔬
菜示范园区推进顺利，8月底前投入使用。2019年
举办首届番茄丰收文化节，通过番茄种植能手评
选、番茄小镇摄影展、抖音大赛等系列活动，扩大
了“番茄小镇“的知名度。

洛城街道攻坚农业高端项目，重点推进了占地
9100亩的中国蔬菜小镇、1320亩的全国蔬菜质量标
准中心试验示范推广基地等项目。目前中国蔬菜小
镇已完成总体规划，各个功能区方案正在细化。

上口镇抓好高标准农业园区建设，新建高标准
大棚园区5处、大棚98个。大棚均有物联网装备、
智能机械设施统一配套，园区统一运营。

纪台镇占地1117亩的纪台设施农业试验示范区
一期育苗育种基地开工建设，其中3万平方米的荷兰
潮汐式高端育苗智能温室已完成主体工程的70%。

2019年以来，双王城生态经济园区着眼无土栽
培蔬菜大棚的收入优势和盐碱地大棚病虫害少、产
品口感好的品质优势，宣传推广南木桥经验，在卧
铺、寇家坞片区全面发动并推开了无土栽培温室大
棚建设。

稻田镇沿308国道规划建设现代农业走廊，高
标准建设中国蔬菜小镇、步楼“王婆”甜瓜示范
园、崔西智慧农业示范区、鲁寿种业农业园区等4
个特色农业园区，推进蔬菜大棚向蔬菜工厂转变。

抱团发展合作社

文家街道采取“合作社+品牌+基地+农户”的
模式，发展壮大了蔡西、二黄等高品质韭菜示范园
区和桑家、逢源等绿色蔬菜园区，打响了文家坡、
蔡曦、绿圣、当夏等叫得响的蔬菜品牌。

古城街道尚美、旺民、旺林等专业合作社不断
壮大，“六度童番”“迷沙”“禹王普惠”等蔬菜
品牌逐步推广，与长三角、北上广等地实现了高渠
道销售对接。

化龙镇采取支部+合作社+农户、土地+现金模
式，由高家村党支部联合16户韭菜种植大户，成立润
众蔬菜专业合作社，产品为绿色无公害独根红韭菜，
是“2018年度寿光优品蔬菜”。“韭亩地”韭菜因质量
过硬，已连续两年为村集体增加收入15万元以上。

圣城街道开展合作社规范行动，全街道标准化
示范社达22家。新注册登记电商20个，正常开展电
商业务的蔬菜合作社达5家。其中华仁果蔬合作社
与上海壹佰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叮咚买菜”
网上蔬菜购销协议，每天销售蔬菜5000公斤至6000
公斤。

优质蔬菜打品牌

洛城街道攻坚蔬菜特色品牌，新注册“洛城浮
桥”萝卜、“贝多惠”小黄瓜、“泓嫁”长茄7个
商标，全街道注册商标达71个。网上申报绿色食品
认证面积8000亩，认证品种46个。引进碧桂园“凤
凰优选”社区生活服务品牌，植入了“凤岐模式”
云上农业，打响知名度。

圣城街道树立蔬菜产业新优势，叫响了玉兔黄
瓜、北夏西红柿、于家油桃、刘旺甜瓜等果蔬品
牌，打通了中亚、华西13连村、沃尔玛超市等销售
渠道。

稻田镇重点打造桂河芹菜、慈伦大鸡、王婆甜
瓜、燎原果蔬等区域知名品牌，新培育“崔西一
品”西红柿、陶官“脆皮甜瓜”等地方特色品牌。
上半年，稻田镇果蔬交易量达1 . 12亿公斤。

田柳镇提升“大美北岭”樱桃品质，打通直供
商超渠道，“果德农庄”以订单保底收购形式带动
农户共同发展，新增无花果种植大棚50多个，黄金
桃80余亩。目前，田柳镇已培育了樱桃、葡萄、无
花果、黄金桃等多个高端水果，不仅形成了一年四
季都有地产水果上市的格局，还通过品牌化营销和
反季节种植，实现了价高质优，带领农户增收。

化龙镇目前培育出西丰“脆鲜碧”盆栽韭菜、
高家庄“韭亩地”韭菜、钦西“九九”有机蔬菜、
“果色天香”水果、“鲁盛”果菜等5个知名农业
品牌，其中脆鲜碧、韭亩地、鲁盛3个品牌为“寿
光优品蔬菜”品牌。

□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报道
本报寿光讯 7月11日，由67家科研院

所、高等院校、行业协会和企业组成的国家
蔬菜质量标准化创新联盟在寿光正式成立。
联盟的成立，是落实《农业农村部和山东省
人民政府关于联合建立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
心合作备忘录》要求的具体举措。

“在寿光举行国家蔬菜质量标准化创新
联盟成立大会，主要目的是将科研、生产、
经营、推广等单位连接在一起，创新标准制
定和实施的机制，通过制定统一的标准、全
程实施标准化，从而促进蔬菜产业高质量发
展。”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司标

准处处长董洪岩说。
创新联盟由寿光蔬菜产业集团发起，成

员单位涵盖蔬菜标准研制、种子种苗研发生
产、设施装备及投入品研发生产、蔬菜生产
标准示范推广、检测认证、市场流通及品牌
营销、国际标准转化、蔬菜标准培训及社会
化服务等领域。

“成立联盟，解决当前科技创新资源碎
片化问题，以及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问题。
最关键的是通过体制创新，从而实现优势互
补，互利共赢。”农业农村部科教司体制改
革处处长窦鹏辉说。

创新联盟专家委员会由中国工程院院

士方智远担任主任委员，杜永臣、张友
军、许勇担任副主任委员，中国工程院院
士李天来、邹学校、赵春江等13名专家为
成员。

专家委员会将为联盟发展提供技术支
撑，为联盟的发展战略决策、技术发展方向
提供咨询意见和建议，对蔬菜产业的重大技
术创新、标准制定、标准推广、品牌认证等
工作提供咨询论证。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李跃建认为，
联盟专家委员会将为联盟发展提供技术支
撑、人才支撑。

董洪岩说，创新联盟以寿光蔬菜产业集

团作为理事长单位，联合科研院校、企业和
行业协会，就是要总结寿光经验，搭建蔬菜
标准研发、制定和推广平台，更好地发挥产
业集群优势，促进企业优势互补，提炼出一
套成熟的在全国可复制能推广的标准化模
式，在全国推广应用，对整体提升蔬菜产业
水平具有现实意义。

“凝聚共识，以蔬菜产业标准化和高质
量发展为己任，发挥优势，政、产、学、研
融合创新，推动实现蔬菜产业标准化、优质
化、品牌化。”国家蔬菜质量标准化创新联
盟理事长丁俊洋说。

□ 本报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7月22日，寿光市化龙镇西丰村，张建华
在温室大棚内研究如何种植藏红花。“我们和
电商合作，根据电商销售特点、要求种植。现
在，我们不仅种植盆栽韭菜，还发展了盆栽藏
红花等花卉园艺。”张建华说。

张建华是脆鲜碧韭菜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合作社有韭菜种植基地180多亩，社员35户。
而在2017年前，张建华只种植西红柿和韭菜。

“要是没有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我也就
是个普通的农民。”张建华说。

2017年，张建华参加了寿光组织的新型职
业农民培训，并去江苏、上海、北京等地考察
学习。“出去走走看看，我很受启发。光埋头
干，挣不了多少钱。既要学习新技术，也要转
变思维，注重蔬菜品牌。”张建华说。

此后，张建华潜心钻研盆栽韭菜，注册了
脆鲜碧商标。2018年，他靠着盆栽韭菜，亩均
收入3万至5万元，远远高出温室大棚的亩均收
入。针对盆栽包装，张建华还设计出不怕摔不
怕碰的包装盒。

开始，张建华自己通过网上销售也有不错
的业绩，但他现在更愿意和电商合作。“我们
在生产上专业，在电商上欠缺，双方结合更容
易应对全国市场。”张建华说。

“张建华是我们‘校园+田园’模式培养
出的优秀新型职业农民代表。通过持续不断培
训，我们已经培养出众多爱学习懂技术会经营
的新型职业农民。”寿光市职业教育中心新型
职业农民培育项目负责人尹明说。

近年来，寿光市立足创新提升“寿光模
式”，充分发挥职业院校和蔬菜产业优势，通
过“田园”把农民培育成“新型职业农民”，
通过“校园”把涉农专业学生培育成“准新型
职业农民”。自2013年以来，寿光“双园制”
模式已培养新型职业农民3860人。

寿光市职业教育中心校长刘玉祥说，在当
前年轻人普遍不愿回乡创业的大背景下，寿光
市依靠“校园+田园”模式着力提升农民技术
技能，提高农业经营效益，让农业成为有奔头
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

据介绍，“校园”培养对象以现代农艺技
术专业学生为主，培育“准新型职业农民”，

构建新型职业农民梯队，解决现代农业发展人
才断层问题。在初中学段开设“三农”教育和
农业实践活动课，引导初中学生报考中职涉农
专业。2013年以来，寿光市职业教育中心每年
招收涉农专业学生200人以上。

“田园”培养对象以初中及以上学历的农
民为主，借助镇村教学站，重点培育生产经营
型、专业技能型、社会服务型三类新型职业农
民。通过实施校园课堂与田园课堂“双园结
合”，实现了教育链、科技链、产业链“三链
对接”，传统产业与高新技术“跨界融合”，
职前教育和职后培育“层级衔接”。

夏鑫是寿光市职业教育中心现代农业技术
专业2015级学生，自小患有小儿麻痹症，不能
正常走路。毕业后，夏鑫在教师的指导下经营
起了自己的电商店铺，把羊口虾酱、羊口咸
菜、双王城大米、王高虎头鸡等寿光特色农产

品搬到网上进行销售，年销售额10万元以上。
“网上创业让我找到了生命的支点，这完全得
益于在校期间和毕业后学校对我的关心和培
养。”夏鑫说。

“优秀，也是训练出来的。我们注重培训
学生的动手能力，课堂田园化，让学生在社会
上有很强的立足能力。”寿光市职业教育中心
现代农艺教学部副主任徐荣娟说。

在现代农艺教学部，学生要学习的内容
有：农药残留的检测、组织培养实验室、病害
的远程诊断、电子商务技术等。徐荣娟带领学
生获得了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蔬菜嫁接奖项
四连冠。

去年，寿光市职业教育中心“‘校园+田
园’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模式的创建与实践”获
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2019年，在全国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上，寿光取得了6金3银2铜的好

成绩，再次以绝对优势列潍坊各县（市、区）
首位。

除了学校固有的师资力量，寿光还有由
“农技专家”“田秀才”等组成的128人“师
资库”，对农民进行点对点教学。

寿光蔬菜产业集团现代农业产业园管理人
员王福坤负责管理荷兰模式温室。该温室占地
10亩，面积大，南头光照强温度较高，叶子发
黄早衰，王福坤不知道如何解决。后来，这个
问题被《北方蔬菜报》首席顾问朱振华解决。
“办法很实用，就是在温室南墙上搭上一个遮
阳网。我虽然是青岛农业大学毕业，但实践经
验还是欠缺。”王福坤说。

“无论是职业教育还是社会培训，我们都
把新型职业农民培养作为重点工作，围绕服务
乡村振兴战略，发挥教育的社会职能，培养出创
新应用型人才。”寿光市教体局局长李玉明说。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7月23日，从羊临路寿光营里镇区段一个
岔路口向东，就到了北南河村。只见村内两处
湾塘景色宜人，成片的芦苇随风摇曳，鱼儿在
水里嬉戏，清脆的鸟鸣从苇丛中阵阵传出，几
位老人坐在树荫下乘凉。但在几个月之前，这
里还是另一番模样。

“原先湾塘四周堆放着垃圾，不仅散发异
味，夏天还有很多蚊蝇，大伙儿都躲着走。”
北南河村民王元吉说。

自今年春天村里进行综合治理后，北南河
的湾塘变美了，村民们也有了一个休闲娱乐的
去处。

变化很大的还有中营村。村里大街小巷全
部硬化，道路两旁栽了绿植，还新建了民俗游
园。“道路干净，墙上也喷了画，感觉村里也
有了精气神儿。”中营村村民吴迪说。

今年，营里镇实施了20个美丽乡村提升工
程，各村因地制宜、因村施策，见缝插绿、见
空补绿。建设过程中，北宋家庄子的银杏、李
家营村的核桃树等都被保护起来，形成一村一
景。

“以文化墙喷涂为载体，加快培育文明乡
风、民风，着力提升群众素质。同时，对传
统、民俗等要素进行挖掘提升，让农村保留住
浓浓乡愁。”营里镇党委副书记陈健君说。

近年来，寿光市把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作为
让群众共享发展成果的民生工程，坚持问题导
向、分类施治、综合提升，全市80%的村达到
美丽乡村省定B级以上标准，成为全省首批生
态文明乡村建设示范市。

田柳镇刘家桥村，村内白墙红瓦，绿树掩

映，崭新的路灯立在平整的柏油路边。“这两
年俺们村的变化实在太大了。不但路好走了，
排水沟重新修了，还安装了路灯。今年又加大
了绿化，处处是绿色，处处都很美，看着就舒
坦。”刘家桥村村民刘兴天说。

以前的刘家桥村，路不好走，一到下雨天
就出不来、进不去，垃圾乱堆乱放也很多，村

里整体看上去很乱。从2018年以来，该村建设
美丽乡村，整个村大变样。

据介绍，田柳镇通过出台美丽乡村建设奖
补办法、发动村民捐款、企业结对帮扶等多种
措施，筹措资金1200多万元，启动了李家、丁
家等18个村的美丽乡村建设。截至目前，田柳
镇共整修路面3 . 6万平方米，粉刷墙面45万平

方米，修建排水沟6000米，铺设彩砖8000平方
米。

目前，侯镇钟家村高标准绿化、亮化、美
化工程已全部完成，房前屋后种着花草树木，
“四德”榜、文化墙点缀其间。“我们村变化
可大了，道路宽敞，绿化漂亮，路灯也增加
了。”钟家村74岁的村民柳文华说。

钟家村还对全村9000平方米巷子进行了混
凝土硬化，种植海棠、黄杨等绿化苗木1000余
棵，绿化面积2000平方米。同时，新增和更换
路灯75盏，对大街小巷进行全面亮化提升。

据了解，今年以来，侯镇投资2865万元，
完成了28个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改造提升任
务。

双王城生态经济园区聘请天津大学设计
院，规划建设了寇家坞民俗文化示范村、六股
路生态氧吧示范村、李家坞文明水乡示范村等
一批特色村。寇家坞六村对30亩闲置湾塘改造
提升，投资300万元规划了文芳溪苑游园，集
中建设乡村记忆馆、老年康养中心、儿童传统
文化教育中心、霜雪古城历史文化区等，形成
“文香入境、碧池信步、如意康园、亲子乐
天”四大主题景观片区。

文家街道今年投资4300余万元，在22个村
实施“印象乡村”工程。冀家村追溯村庄由
来，形成以“桃花纪”为主题的桃源景观村
庄。苏家村放大村庄建筑特色，建成以“徽派
建筑、古风田园”为主题的古建村。王端宇村
借助跃龙河改造，建设河岸休闲观光带。吕
家村突出党建主题游园和新时代文明广场。
桑家庄村、王家大庄村盘活闲置资源，建设
了集村史记忆、道德教化、文化传承等多功能
于一体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形成农村文化新
地标。

“校园+田园”，效果不一般
寿光已培养新型职业农民3860人

□记者 石如宽 通讯员 王宗伟 报道
本报寿光讯 7月16日，山东大地宏琳农资有

限公司业务经理王宁地从寿光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工
作人员手里领到公司第36个分支的农药经营许可
证。这也是自2018年6月25日寿光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发放潍坊市第一张农药经营许可证以来，涉农事务
窗口核发的第1000份农药经营许可证（含分支）。

寿光市蔬菜种植面积60万亩，农药经营门店近
2000家，农药经营人员近3000人。寿光市行政审批
服务局涉农事务窗口通过进一步规范农药经营许可
证审批各项程序，明确了对该证办理各环节的办理
时限，实现了农药经营许可证办理材料目录化、标
准化、电子化。在潍坊市，该局率先压缩办结日
期，由法定期限20个工作日压缩为15个工作日。

农药经营许可证业务办理任务重，寿光市行政
审批服务局涉农事务窗口以企业和群众需求为导
向，专门抽出5名精干力量，全天候负责农药经营许
可的材料接收、审核以及许可证的发放工作，并通过
集中培训、现场勘察等多种方式，保证了办证质量。

寿光全市80%的村达到美丽乡村省定B级以上标准

“村庄有了精气神儿”

国家蔬菜质量标准化创新联盟在寿光成立

注重品质，塑造品牌

大项目带动

寿光农业新发展

寿光农药经营许可证

发证数量达千份

□石如宽
戴玉亮 报道

寿光市职业教
育中心现代农艺教学
部的“课堂田园化”
教学现场。

▲寿光营里镇北南河村的两处湾塘，一度四周堆放着垃圾。如今经过改造后，成了村民休
闲娱乐的好去处。

□石如宽 戴玉亮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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