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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大众报济南讯 (记者房孝
钰)11月30日，山东省农科院作物所
在济南举办科技成果转化集中签约
仪式。鲜食型甘薯新品种济薯26品
种生产经营权全国分区域许可青岛
春天味道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等5家
公司实施，作物所与山东圣丰种业
科技有限公司签署科企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与淄博福寿山生态农业公
司签署高叶黄素小麦联合研发协
议。

签约会上，济薯26通过授权青
岛春天味道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石
家庄慧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河南
华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福建紫心
生物薯业有限公司和葫芦岛市南票
区分享绿色生态农业有限公司5家
企业，实现合同金额400万元，成为
目前国内转化金额最高的甘薯品

种。
据济薯26品种育成人、山东农

科院作物所研究员王庆美介绍，该
品种自2014年通过国家鉴定以来，
因为品质好，食味香甜，耐贮存，
经过短短几年时间的消费市场培
育，现已成为板栗味鲜食甘薯市场
的主打品种。同时，该品种的淀
粉，果胶，可溶性糖含量，出成率
等指标非常适合零添加甘薯脯的加
工，问世以后迅速成为休闲甘薯食
品加工企业的宠儿，形成了一二三
产深度融合，产销两旺，多方共赢
的局面。

来自山东邹城市丰灵农作物地
瓜种植销售专业合作社山东邹城张
庄镇的“地瓜大王”张丙伸说：
“今年我们合作社销售了大约1 . 5万
吨的济薯2 6，往北卖到吉林、内

蒙，往南卖到福建、广西，地头收
购价一度高达每斤9毛钱。”

据了解，目前该品种在省内邹
城、泗水、临沂，以及河北、河
南、辽宁等省份年种植面积达到50

万亩。仅邹城张庄镇和城前镇济薯
26的种植面积就达到了10万亩，占
当地甘薯种植面积的90%，种植户
亩均效益3000元以上，成为当地农
民发家致富的“金蛋蛋”。

现场与会者还品尝了济薯26零
添加薯脯，软糯香甜，自然风味令
人回味。春天味道的董事长刘青波
表示，现代农业的核心其实是“品
种农业”，没有优良品种的农业产
业链是脆弱的。经过3年的实践，
他发现济薯26是个适应性很强的品
种，目前从种植到加工，公司已经
摸索出成套的经验，生产的“春天

味道”栗香薯地瓜干受到消费者青
睐。

葫芦岛分享绿色生态农业有限
公司的总经理常宇逍一语道破天
机，“不是我们会卖地瓜，而是济
薯26满足了生产者高产、高效和消
费者营养、健康的两大需求，没理
由不火。”

“近年来，作物所按照院党
委、院行政关于农业科技成果服务
农业农村经济，支撑乡村振兴战略
和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的整体布
局，充分利用院里制定的政策平台
和成果转化平台，积极探索成果转
移转化的新途径、新模式，以实施
质量兴农、品牌强农战略为契机，
将强化农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
促进农业增效、农村发展、农民增
收作为全所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着力打造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样
板。随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深入实施，作物所坚持面向市场需
求和产业需求的发展思路，坚持问
题导向，不断优化调整科研方向，
聚焦创新资源和目标，在省农业良
种工程和省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支
持下，先后涌现出一批产业急需、
市场青睐的重大科技成果。育成的
济麦系列小麦新品种、齐黄系列大
豆品种、济薯系列甘薯品种、济谷
系列谷子新品种、济粱系列高粱品
种在全省覆盖率50%以上，支撑了
鲁研、圣丰、祥丰、泗水利丰等种
业公司和加工企业的发展，为全省
乃至黄淮海区域粮食安全、农业产
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做出
了重要贡献。”省农科院作物所党
委书记刘开昌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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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万元！济薯26成转化金额最高甘薯品种

诸城市贾悦镇在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引导农民采取

“公司+合作社+农户”经营管理模
式，规模化发展丹参、黄芩、牛膝等
中草药种植，取得良好效果。目前，

全镇1 . 2万亩丹参陆续开始收获，
仅此一项全镇农民最低增收5000

多万元，有效带动当地农户实现增
收。图为11月20日，华笙中药丹参
园在收获丹参。 (徐春光 摄)

中草药种植开辟增收新路径

火红的火龙果、清香的台湾长
果桑葚、鸡蛋大小的百香果……11

月23日，记者来到位于单县徐寨镇
彭庄村的绿园农场采摘园，一下就
被园内的累累硕果吸引住了。园主
刘洪起兴奋地告诉记者，他的采摘
园里一共种植了12种水果，四季均
可采摘，靠着水果采摘，他和家人
致了富。

今年37岁的刘洪起，曾在徐寨
镇做门窗生意。2015年，刘洪起到
南方旅游时，发现到南方的水果品
种多种多样，深受各地游客欢迎，
于是他产生了发展水果采摘园致富
的念头。

说干就干，旅游回来后，刘洪
起便筹集资金80余万元，承包了70

亩地，建起了9个四季恒温的采摘
大棚，栽种多种南北方水果。

万事开头难，由于没有种植
经验，第一年种草莓，刘洪起买
的苗子多是些带病毒的苗子，栽
种后，死苗很严重，损失惨重。
但生性不服输的刘洪起没被困难
压倒，通过不断地学习、实践，
慢慢地，他成了种植水果的行家
里手。

第一年，虽然草莓受了些损
失，但其他几种水果种植大获成
功，而且通过在朋友圈里的宣传，
销路很好，刘洪起的采摘园当年收
入达到40余万元。当时的彭庄村还
没有人做采摘大棚，他成为第一个
通过建采摘园致富的人。

2017年，在家人的支持下，刘
洪起又扩建了5个大棚，主要发展
红心火龙果、无花果和草莓采摘，
年纯收入达到130万元。

今年，刘洪起加大了投入，又
承包了60亩地，扩建大棚，采摘园
面积达到了157亩。为了使采摘园里
的水果生长得更好，刘洪起以每月
8000元的薪酬，特地从寿光聘请了
一位专业人员，负责采摘园的种植
技术。

为了能实时了解采摘园的情
况，刘洪起和家人索性搬到采摘园
旁边居住。今年，刘洪起的火龙果
采摘价格为1 5元/斤，桑葚8 0元/

斤，百香果10元2个。
先给自己定个小目标。“未来

的几年时间里，我要将采摘园发展
为全县最高级别的采摘园，并通过
自己的努力和能力，带动周围的乡
亲们一同发展水果采摘，走上致富
路。”刘洪起对完成自己定下的目
标信心十足。

刘洪起建起水果采摘园走上致富路
农村大众报记者 张婷 房孝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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