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杨国胜 石如宽

在寿光，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是第一代
大棚种植者的后代，被称为“棚二代”“棚
三代”。被寿光蔬菜产业良好的发展前景吸
引，他们接过祖辈、父辈的蔬菜大棚种植接力
棒，扛起蔬菜产业转型升级的大旗，推动着寿
光农业的新旧动能转换。

90后夫妻种棚年入27万元

寿光市孙家集街道三元朱村是中国冬暖
式蔬菜大棚的发源地。今年27岁的王聪和妻
子大学毕业后回到三元朱村种棚，去年收入
27万元。

与3年前刚返乡时相比，现在的王聪对于
种植大棚有了更成熟的技术，他说种植蔬菜
大棚最重要的是“用心”。

从1989年三元朱村发明了冬暖式蔬菜大
棚，到今天已经整整过去了30年。30年来，寿
光蔬菜大棚由原先的“土大棚”发展到第七代
智能化大棚。大棚蔬菜种植面积由最初的17
个大棚发展到现在的60万亩。大棚的种植主
体也悄悄发生了变化，已由“40后”“50后”“60
后”向“70后”“80后”甚至“90后”交棒。

今年8月，寿光市洛城街道东斟灌村的李
万庆又建设了两个大棚。这样，李万庆就种了
5个大棚了。

“一个大棚就长达370米，种植面积8 . 5亩。
他们年轻人真是敢想敢干。”东斟灌村村委会
主任李春祥说。

东斟灌村从事大棚蔬菜生产的“70后”
“80后”“90后”已经占全村种棚人数的一半，
其中大学毕业后回乡的年轻人就有27人。

李万庆出生于1989年，2013年回村，已经
种了6年大棚。回村之前，他干了7年汽车维修
工。“我父亲原先就在村里种大棚，收益还不
错，我就下定决心回村跟着父亲一起种棚。”
李万庆说。

三元朱村党支部书记王乐义说：“如果把
50岁以上的菜农比作‘棚一代’的话，‘70后’
‘80后’‘90后’就是‘棚二代’‘棚三代’，甚至
是‘棚四代’了。”

据今年寿光市农业农村局的调查统计显
示，50岁以上从事大棚蔬菜种植的人数占比
45 . 2%，25(含)—50岁从事大棚蔬菜种植的人数
占比为54 . 8%。也就是说出生在1970年之后的
新生力量从业人数已经超过一半；而出生在
1980年之后种植者，占比达到18 . 5%。

手机控制大棚

轻松种好菜
以前，种大棚是个辛苦活儿，年轻人不愿

干，主要是受不了那些累。然而现在不同了，
像李万庆这样种植的大棚长370米，方便于机
械化、自动化设施的推广使用，李万庆就直接
能将俗称“地老虎”的机动车开进大棚内。

“现在种棚设施好了，机械化程度高了，
省工省力。另一方面，蔬菜销售非常方便，村
头就有专业蔬菜市场，还不断发展订单蔬菜，
也不用起早贪黑卖菜了。”李万庆说。

而王聪通过手机上安装的APP，可以对

大棚卷帘、喷淋、放风等温湿度进行调控，也
可以完成水肥调配浇水等环节。

近年来，寿光推广了物联网、水肥一体
化、温湿度及光照自动控制等技术，蔬菜大棚
发展到第七代智能化大棚。这成为年轻人投
身大棚蔬菜种植的主要原因。

“种大棚收入高。”李万庆说，“去年我三
哥的大棚一年保底收入110万元，贷款建棚的
投入基本上一年半就能收回。”在寿光，年轻
人投身蔬菜产业，收入高是另一个重要原因，
比在城里一般的“上班族”收入多得多。

收入高，活轻松，设施及市场都不错，以
前从来没有种过棚的人，在一些以前并不适
合种棚菜的地区，也开始种起了大棚蔬菜。

寿光双王城卧铺村，土地盐碱，主要种植
棉花。但50岁的侯相军认为，种棚菜收入高，
土地盐碱可以无土栽培。2016年，侯相军跑到
寿光南部十几个村学种菜，在白茫茫的盐碱
地上建起了8个无土栽培大棚，每个大棚长
200米，还安上了智能设备。现在，侯相军他们
种出的西红柿销往了俄罗斯。

“寿光蔬菜”是寿光的金字招牌，是寿光
的支柱产业，产业及品牌优势吸引了众多年
轻人投身其中。今年34岁的齐炳林于2009年毕
业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植物学专业，研究生
学历，毕业后回乡创办寿光旺林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齐炳林说：“寿光的蔬菜产业有巨大
的发展潜力和空间，我相信在蔬菜领域也能
成就一番事业。”

力争占领产业制高点

齐炳林创办的公司主要从事蔬菜种子研
发销售。“育种是蔬菜产业的核心技术，只有
不断研发出具有‘寿光芯’的蔬菜种子，才能

真正占领产业制高点。”齐炳林说。
齐炳林累计投入科研资金800余万元，采

用“校企合作”“企企合作”等模式，与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山东农业大学、日本坂田种苗集
团等7家国内外高校、研发机构的30余名专家
合作，并引进2名育种专家，成功研发出戴安
娜等2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牌，并在市场上一炮
打响。

鲁寿种业公司总经理孙凤堂，生于1984
年。2006年，他从父辈手中接过育苗场，直接
与国外种子公司竞争。他先后经过了自己繁
育、代理国外品牌、工厂化育苗、自主研发种
子的过程。“我爷爷卖种子是走街串巷式的，
我父亲卖种子是门店式的，而如今，我们的公
司已是基地化、园区化了。”孙凤堂说。

鲁寿种业已经注册4个种子商标、20多
项专利、5个品种保护。目前，寿光蔬菜种
子国产化程度已经达到70%，而在10年前却
不到30%。

随着寿光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寿光蔬
菜产业对上下游产业的“吸附”能力越来越
强，育苗业的“崛起”便是其中之一，短短数
年，寿光已成为全省乃至全国育苗产业化程
度最高、育苗性价比最优惠的地区，正逐步成
为全国蔬菜产业的“苗圃”。

在寿光蔬菜全产业链条上，像齐炳林、孙
凤堂一样为蔬菜产业转型升级而努力的年轻
人有很多。

“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棚二代’‘棚
三代’投身蔬菜产业，让新技术、新品种、新设
施得到更快速的推广，进一步加快了寿光蔬
菜产业新旧动能转换的进程。”王乐义说，“看
到我们村已经回来31个大学生，我心里很踏
实。我相信寿光蔬菜产业有能力继续领跑全
国。”

“棚二代”“棚三代”推动蔬菜产业加快新旧动能转换

“寿光蔬菜”注入青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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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 梦
通讯员 张同耀 宋汝华 报道
本报聊城讯 在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蒋

官屯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智慧监管中心，记
者点击进入监管平台APP，屏幕瞬间切换成
监控画面，辖区内所有餐饮店后厨忙碌的景
象清晰地展现在眼前。正值8月31日上午11时
30分，忙碌的厨师、洗碗槽清洗炊具的工作
人员，在画面上穿梭。

记者到一家饭店午餐时，在手机上下载
了“红盾智慧监管”APP，实时查看到这家

饭店的后厨操作实况、卫生情况，查看菜品
进货信息，可追溯信息以及食品经营者的卫
生资质等，记者感觉这顿饭吃得清清楚楚，
很放心。

记者了解到，聊城开发区上线的这个
“阳光餐饮”智慧监管平台，以食安指数为
解决方案，科学评价形成五大维度的34项大
数据指标。通过“五定”防伪、云视频共
享、大数据分析等技术，实现“餐饮单位互
联网+台账和综合管理”，将餐饮店单位检
查人的手机号、检查者姓名、检查时GPS地

理定位信息、检查时间、检查场景等五大关
键核心要素一次性汇集到一张采集图片上，
直接同步到云端，让自检自查结果全面透
明、踏实可信，直观展示食品经营企业的安
全情况。

监管工作人员介绍，通过该平台可以实
现远程监管、即时监管，在线直接查看各家
餐饮单位的证照管理、人员健康管理、采购
索证情况、餐具消毒情况、留样情况等，并
随时进行线上线下监督检查，大大提高了监
管效率。同时，将厨房加工食材的画面传输

到网上，随时可以在手机上查看餐厅的卫生
情况、厨房的运行状况等信息，原料清洗、
切配、烹饪、餐具消毒等餐饮全过程透明
化，就餐群众一目了然，全程接受群众监
督。

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管局局长李
杰向记者介绍说，截至今年9月份，开发区
已在包括餐馆、酒店、超市、学校食堂、农
贸市场在内的100余家餐饮经营单位试点，
实现餐饮经营单位食品安全掌上24小时监
管。

聊城开发区：“数据大脑”监管食品安全

□本报记者 刘 涛
本报通讯员 李晓君 孔昕昕

“原来赵茂村的村名是这样来的啊”“咱村里还出过
这么多名人呢”“现在村里的环境越来越好了，和以前比
简直是天翻地覆”。9月25日，宁阳县东疏镇赵茂村“村
史馆”内，一群孩子对着墙上的展陈不时发出感慨。

村党支部书记赵允金介绍，这家“村史馆”是通过租
赁一家闲置多年的房子于今年7月底建成的，别看只有十
几平方米，可里面却展示了村里的历史文化渊源、新颜旧
貌等内容，无论对老人、儿童都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在这个闲置院落里，除了“村史馆”以外，还专门建
设了“童乐园”，里面有学习室、书画室、图书馆、心理
辅导室等功能场所，每天都有专人负责管理，为孩子们提
供了一个学习娱乐玩耍的空间。

据了解，宁阳县积极探索破解基层群众活动场所受限
的难题，通过租赁、征收等方式对闲置废旧院落、废弃坑
塘加以整修改造，既实现了新时代文明实践场所的低成本
建设，又实现了废弃资源的再利用。该县文明办负责人介
绍说：“通过这种方式建设的场所统称为新时代文明实践
点，全县有200余处，大多都建成了民俗馆、村史馆、广
场公园以及满足老人妇女儿童群体活动的场所。”

堽城镇桥南村于2018年利用闲置院落建成举善堂，分
设国学讲堂、乡贤堂、志愿者服务站等功能场所。“村里
定期有志愿者搞活动，活动的预告都会在宣传栏里贴出
来，举善堂门口还放置小黑板，时间、内容、讲课老师等
都写在上面，如果感兴趣，我们就带着孩子一起去听。”
村民许喜说。目前国学讲堂已经举办了18期活动，内容涉
及家风教育、健康教育、文明宣讲等。

宁阳200余处废旧院落

整修成文明实践点

□记者 李剑桥 通讯员 蒋惠庆 报道
10月7日，无棣县佘家镇王家庄村的村民正在为新建成

的鱼塘砌彩色花砖。以前，这里是一个大型垃圾坑。为加快
美丽乡村建设步伐，今年5月份，该村村民代表大会一致通
过对这个垃圾坑进行改建。5个月时间耗资11万元，清挖淤
泥1263车，多年的垃圾坑变成了当地的一个休闲景点。

昔日垃圾坑 变身养鱼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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