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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大众报兰陵县 （记者花
宇 唐峰 刘真真 戎宁 通讯员
贾传龙 李桂东）4月12日，第三届
中国兰陵（苍山）国际蔬菜产业博
览会在兰陵县农展中心隆重开幕。
相比前两届，本届菜博会的会展场
所面积更大，活动更丰富，档次水
平更高，重点突出了种业和电商两
大主题。据初步预计，本届菜博会期
间，参观人数将突破50万人次。

本届菜博会会期为4月12日-5月
12日，其中集中展览时间为4月12日-
14日。本着“特色鲜明、内容丰富、务
实创新、隆重节俭”的原则，本届菜

博会将继续突出“优质、安全、绿色、
健康”主题，叫响“天下菜园、美丽兰
陵”的口号。

在简短隆重的开幕式上，兰陵
县被授予“食用菌之乡”称号，兰
陵国家农业公园获颁“国家级休闲
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

据了解，首届菜博会参展单位
356家，参会客商5000多人，参观人
数突破30万人次。第二届菜博会，
共有707家单位参展，参会客商6000

多人，参观总人数达42万人次。本
届兰陵菜博会，新建了6100平方米
的兰陵（苍山）蔬菜展示暨交易大

厅，提升了参展场所的档次。展会
共设固定摊位451个，来自国内外的
蔬菜生产合作社、龙头企业，大型
农产品批发市场、采购商，农资供
应商及科研院所将在此进行集中展
示交易。本届菜博会在原有中心展
馆的一楼新设了蔬菜展览馆，包括
了一个综合馆和三个专题馆，集中
反映兰陵蔬菜发展成就和蔬菜百科
知识。5座总面积达4万平方米的智
能化温室，既展示了现代农业新技
术、新成果、新设施，又展示了沂
蒙农耕文化的悠久历史，并结合了
更多旅游元素。新建的300亩湿地与

万亩油菜花连成一片，使室外景观
更加丰富。

本届菜博会的活动丰富多彩。
集中展览期间，将举办蔬菜种业发
展论坛、2015中国（兰陵）蔬菜&

互联网高峰论坛、春季蔬菜产销对
接会等8项活动。2015兰陵半程马拉
松比赛、荀子思想与依法治国理论
研讨会、兰陵美酒荣获巴拿马万国
博览会金奖100周年纪念等活动，也
将在菜博会举办期间穿插进行。

蔬菜产业是兰陵县的支柱产
业。全县161 . 7万亩耕地面积中，常
年种植蔬菜的超过110万亩，年产

400万吨，产值80亿元。兰陵县先后
被国家有关部门认定为“中国蔬菜
之乡”、“中国大蒜之乡”、“中
国牛蒡之乡”，是国家级出口食品
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目前，全
县有2 4种农产品获得国际质量认
证；35万亩大蒜和5万亩牛蒡通过
GAP认证，“三品一标”认证产品
达到257个。在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
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发布的区域
品牌价值榜单上，苍山大蒜品牌价
值达43 . 0 9亿元，苍山辣椒9 . 69亿
元、苍山牛蒡8 . 11亿元，实现了由
产品到价值到品牌的逐步提升。

唱响“天下菜园” 绽放“魅力兰陵”

第三届中国兰陵（苍山）菜博会隆重开幕

未来的现代农业是由科技支撑
的，是由绿色引领的，也是对环
境、对消费、对生产者友好的。经
过多年发展，兰陵的蔬菜产业有了
规模，有了品牌，也有了向中高端
水平农业迈进的能力，有了量增质
更优的底气。在蔬菜产业的方方面
面，兰陵出现了一些代表未来农业
发展方向的苗头。

一个更注重技术和制度创新，
一个更注重减少农业污染、保护生
态环境，一个对市场参与者更友
好、更负责的可以永续经营的产
业，正在进化。

让创新成为一种动力

俗话说，熟能生巧。兰陵农民种
菜也是如此，种的年岁多了，就多了
一些新创意、新点子。这些创新做法
经过其他农民的重复与检验之后，
就变成了能够复制推广的新技术。

在兰陵镇的郭西蔬菜产业园
内，最长的大棚有340米长，净高
度在 4米以上。这样的“超级大
棚”，其生产面积之大、数量之
多、技术之完善均在全国独一无
二。它以其高产出、高利用率、蔬
菜上市早的特点“闯入”了兰陵菜

农的生活。据兰陵县蔬菜产业发展
办公室主任付成高估算，与普通大
棚相比，“超级大棚”土地利用率提
高了12%。为了适应这种大棚，提高
放风效率，农民们又发明了大棚顶
上的滑轮装置。物联网技术、新肥
料、新品种也在兰陵得到了应用。

兰陵菜农不仅在技术上创新，
在制度上，他们也积极创新经营方
式。目前，兰陵县已发展各类农民专
业合作社1790家，家庭农场168家，其
中蔬菜产销专业合作社500多家。在
确保土地使用前提不变的原则下，
兰陵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和规模化
经营，目前全县共流转土地20万亩。

让绿色成为一种自觉

在向城镇的利源蔬菜种植专业
合作社，这里的黄瓜即便价格比市
场价要高，但一上市还是供不应求。
这其中最大的秘密就是：在种植过
程中，合作社坚持大量使用有机肥。

据基地负责人李玉江介绍，合
作社常年收购一家大型养鸡场的鸡
粪，经发酵后用做底肥。在植保环
节，合作社普遍使用防虫网、黄板
等物理技术，农药的采购也有统一
渠道，这样一来，蔬菜不仅质量提

高了，产量也增加了。李玉江告诉记
者，这里的黄瓜亩产5万斤不是难事。

当这里的人们对自然友好，自
然对人们的回馈同样慷慨。在兰
陵，这样的绿色实践越来越成为一
种共识，而不是一种刻意而为的标
榜。龙湾西红柿、金蓝园长茄、银
河草莓……在兰陵，像利源合作社
的“糖稀湖”牌蔬菜这样的高品质
蔬菜，正在成为当地蔬菜市场的标
杆性产品。

让友好成为一种共识

当代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在消
费农产品时，除注重产品质量本
身，也注重其背后的环境代价、劳
工权益、公平贸易状况以及社区支
持情况。其实质，是对与农业独特
属性相关的人文关照。对我们这个
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样的理念可能
还很超前，但在兰陵这样的蔬菜主
产区，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对环
境、对消费、对生产者的友好，隐
约之中正成为一种共识。

在生产中，除了注重对土壤肥
力的修复，减少农药的使用，喷
灌、滴灌设施等节水设施也得到了
广泛使用。李玉江介绍说，使用微

喷灌溉技术后，用水量至少节约了
一大半。可降解农膜、水溶肥等新
型农资也在兰陵得到了较早的推
广，这些都尽可能降低了农业生产
对环境的影响。

在利源合作社采访时，见不到
成堆摆放的烂菜烂叶。李玉江介绍
说，在这个生产基地，镇政府派有10

个专职的环卫工人，清理产生的大
量蔬菜秸秆垃圾。合作社也花大力
气进行绿化、美化，让菜园变得更像
家园、公园。在兰陵，经常能见到的
一句标语是：好环境产好菜。“如果
消费者看到蔬菜是在一个垃圾堆里
生产的，他还会放心吗？”付成高说。

在兰陵，种菜不再是过去面朝
黄土背朝天的景象，机械化耕种、灌
溉、植保大量替代了人力，正因为如
此，种菜对“农二代”们来说，收入
不低，又不失尊严。

现在，兰陵有三个基地安装了
视频监控设备。远在上海的江桥批
发市场，人们可以通过实时信号，
查看大棚里的生产状况。现在，兰
陵正在试验流通环节的可追溯系
统。一旦投入使用，消费者将知道他
们所食用的蔬菜，来自兰陵的哪一
位农户。这是市民与农民，城市与乡
村的又一次紧密接触。

◎聚焦“蔬菜产业的苍山现象”之四

更创新更绿色更友好的永续产业
农村大众报记者 花宇 通讯员 李桂东 刘明才

4月11日，距离兰陵县第三届
菜博会开幕还有一天，兰陵县国
家农业公园的游客量已经突破了
1 . 6万人，菜博会各个场馆也几乎
都爆满。如今，“春游兰陵”俨然成
了人们的一种时尚之选。“在门票
收入上，光清明节当天，我们县就
有58万元入账。菜博会将是另一
个旅游高潮节点，具体数据到5月
份才能统计出来，预计涨幅会很
大。”兰陵县旅游局副局长解党先
说。图为“锦绣兰陵”馆内，游客纷
纷与这里的热带植物合影留念。

(刘真真 徐侠 摄）

春游兰陵
成风尚

农村大众报兰陵讯 （记者花
宇）4月11日，兰陵县工商局发布了

“苍山蔬菜”区域公用品牌标识。作为
一种集体商标，兰陵县境内登记注册
的蔬菜产品销售企业、专业合作社经
审核、备案后，可获授权使用该标识。
这一品牌的发布，使得“苍山蔬菜”与
其他地区蔬菜得以严格区分，提高了

“苍山蔬菜”的品牌竞争力。
去年9月，兰陵县人民政府委托

浙江大学CARD中国农业品牌研究
中心对品牌进行了战略规划。今年2

月，“苍山蔬菜”公用品牌被国家工
商总局商标局受理。据了解，“苍山
蔬菜”的核心价值及品牌主张是“苍
山蔬菜、绿色的！”，绿色代表“放心、
安全、新鲜、健康”。基于这一核心价
值，标识以书法笔触勾勒出辣椒、大
蒜、菌菇、丝瓜、大葱、番茄、牛蒡这
些苍山蔬菜主要品种的形象，巧妙
构成了“苍山”的拼音“cangshan”，
表现产品为蔬菜的产品属性，传递
了来自“中国蔬菜之乡”的产地属
性。根据《商标法》规定，县级以上行
政区划不能作为商标。原苍山县更
名为兰陵县后，“苍山蔬菜”得以合
法注册。

“苍山蔬菜”公用品牌管理工作
由苍山蔬菜品牌管理协会负责，县
农业局负责监管。今后，这一标识将
可广泛用于兰陵本地产蔬菜的外包
装上，提高当地蔬菜的品牌影响力，
推动蔬菜产业形成以品牌经济为主
导的新型蔬菜经济发展模式。

“苍山蔬菜”

区域公用品牌标识发布

谷雨种棉家家忙。

棉花种在谷雨前，

开得利索苗儿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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