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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球、带球、射门，精妙的球
技赢得满场喝彩。5月8日，博兴县
纯化镇窝刘完小足球场上，镇长杯
足球比赛上演了这样精彩的一幕。
从没有足球、没有绿茵场的艰苦条
件，到如今从幼儿园到中学全镇学
校普及足球，在刘方利老师的带动
下，纯化镇用25年时间走出了一条
足球特色教育的道路。

柴垛当球门

纯化镇的足球兴起在窝刘完
小。1994年，30岁的刘方利从纯化
镇中心小学来到窝刘完小担任语文
老师。作为阿根廷足球队的忠实球

迷，刘方利对足球很是痴迷。也正
是他的热爱和坚持，让这群偏僻小
学里的农村娃认识到足球的魅力。

由于当时学校经费紧张，体育
运动方面的器材严重不足，刘方利
就发动学生把废布条、废塑料纸缠
起来当足球。“学校没有操场，上
体育课、练球都只能去几百米外农
民的场院里。”刘方利说，靠着自
制的足球、柴垛搭成的球门，一批
批的学生参与到足球活动中。

那时候的窝刘完小没有专职体
育老师，刘方利兼任窝刘完小体育
老师，多年下来，学生们对他的称
呼都成了“体育老师”。为了能让
学生踢上真正的足球，刘方利攒了

32块钱去滨州市买回来一个足球，
买完球车费不够，费尽周折才回到
学校。

有了真正的足球，学生们踢球
的热情瞬间高涨了起来，窝刘完小
还成立了一支足球队。刘方利并非

科班出身，那时对足球技术的学习
都是通过电视、杂志，每到有重大
比赛，刘方利都会组织队员一起观
看、学习。“想想那时候确实很艰
苦，有时候农民怕学生踢到场院里
的麦穰堆，不让我们练习，只能到
处找地方练，还好学生们都很有热
情，坚持了下来，后来学校修了操
场，才有了固定的地方练球。”刘
方利说。

一战成名

经过几年的基础训练，刘方利
和他的球队想出去闯一闯，梦想着
能跟接受专业足球训练的球队交次
手。2003年，刘方利听广播时，得
知在潍坊举办首届“鲁能足校杯”
全国少年足球邀请赛，就给窝刘完
小足球队报了名，他们是26支参赛
队伍中唯一一支乡村足球队。

（下转A2版）

今年王西峰家的樱桃算是火
了，不仅收入倍增，还成了“网红”樱
桃，这都是因为去年他损失20多万元
埋掉“坏樱桃”赢来了好口碑（本报
2018年6月22日曾作报道）。

5月15日，东阿县刘集镇南杨村
的恒丰樱桃园里，王西峰和女儿王
晓玉正忙着摘樱桃、录视频。而在
一年前的这个时候，王西峰和妻子
李殿凤正忙着埋掉生了果蝇虫卵的
数千斤樱桃。

2014年，王西峰两口子流转了

60亩地种樱桃，前前后后忙活了三
四年，钱也投了100多万元。去年正
是樱桃盛果期，本想着大赚一笔，
没想到去年五月初雨水大，果子多
生了果蝇虫卵。虽说樱桃外观无
恙，也不影响口感和消费者健康，
但为了不影响樱桃园的口碑，两人
决定把果子全都埋了。决定虽是几
句话的事，但埋掉的却是夫妻二人
几年的血汗和20多万元的收成。

今年五月天公作美，樱桃园里
的樱桃个个娇嫩欲滴，惹人垂涎。

“五月中旬，樱桃园里的樱桃就基
本熟了，‘早大果’‘红灯’‘沙
蜜托’三个品种陆续上市。”王西
峰说，今年樱桃收获期能到6月6日
左右，收成较往年有了质的飞跃。

“现在樱桃采摘价是每斤30元
钱，零售价每斤也在25元—30元。
周末的时候，聊城市和周边县市的
采摘客很多，路上的车停得满满当
当。”王西峰估算了一下，这60亩
地的樱桃大约能产两万斤果子，
“按正常情况，整体产量应该在五

六万斤。我种的‘美早’占了30亩
地，今年还没结果，拉低了总产量。”

“美早”适合大棚种植，因为前期投
资太大，王西峰没有多余的钱盖大
棚，所以种植的时间晚了。然而，今
年其他品种的樱桃收益很不错，王
西峰计划今年秋天把樱桃大棚一点
点整起来。“如果明年顺利，这一亩
地产量预计能达到2000斤。”

虽说樱桃产量越来越大，但在销
售上，王西峰却不犯愁。“现在销售这
块靠俺闺女！她可是我的得力小助
手，有她帮忙，我们两口子轻松多
了。”王西峰对女儿王晓玉赞不绝口。

26岁的王晓玉大学毕业不到两
年。她先在聊城市一家教育培训机
构上班，但蹲办公室的工作显然不
能满足小姑娘的“野心”。“上班
就是在那儿坐着，感觉自己发挥不
了多少作用；再就是看着父母年纪
大了还那么辛苦，就想回来帮帮他

们。”今年年初，王晓玉毅然辞
职，回家“务农”。

第一次真正钻进樱桃园，王晓
玉怕晒黑了，还专门戴着防晒袖。
“ 胳 膊是没 晒 黑 ， 可 脸 还是黑
了。”现在，王晓玉最主要的工作
是销售。不过，和父亲王西峰的卖法
不同，王晓玉更愿意在网上卖樱桃。

“今年年初，我参加了镇上组
织的青年农场主培训，学了网络销
售，如今是现学现卖。”现在，王
晓玉常通过快手、抖音、微信朋友
圈、贴吧、58同城等网络平台宣传
自家樱桃，“现在大约有三分之一
的客户，是从快手上看到我的视频
直播专门过来的。”

看到女儿对着手机说话就能卖
樱桃，王西峰不甘落后。“我做了广
告条幅，挂在了路边显眼处，让来往
的人一眼就能看到。和市里的大超
市，也正谈着合作呢。”王西峰说。

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是引
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推
进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举措。那么，
现代农业产业园里是如何种地的
呢？

5月2日，潍坊市寒亭区国家现
代农业产业园内，智慧农业“郭牌
西瓜”项目正在建设中。24天前，
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春江带领团队，
来到寒亭区郭牌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敲定了“郭牌西瓜智慧农业项
目”实施计划。

“项目实施后，我们位于产业
园技术集成示范区的西瓜大棚，都
将升级为智慧化种植管理的高端大
棚，并通过自动获取和不断累积的

大数据，为我们进一步提升西瓜品
质提供精准支持。”郭牌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负责人由守昌说。

寒亭区现代农业产业园占地
90 . 7平方公里，覆盖开元和固堤两
个街道、68个村，主要发展潍县萝
卜和寒亭西瓜两大产业。目前园区
已有12家农业龙头企业入驻。

从外表看，农业园区倒像一个
大型工厂。随便走进一座大棚，其
间蕴藏的科技含量令人赞叹。

“这些西瓜大棚全都是自动调
控棚温。”在一处西瓜大棚里，记
者碰到了正在查看物联网运行情况
的郭牌西甜瓜研究院院长张海平。
他说，他们在西瓜品种培育、栽培

技术的集成优化、病虫害的规避
上，都有一套比较有效的方案。
“我们自己培育的早春蜜，糖度能
达到13 . 5度，最高能达到14度，这
是一般西瓜很难达到的。”

科技加持，让园区内潍县萝
卜、寒亭西瓜的品质、产量、营销
实现了全面提升。“我们公司的潍
县萝卜一个卖价12元，头茬西瓜一
斤22元，春节卖到30元。公司基地
今年发展到了5000亩，销售收入将
达到1 . 6亿元。产业园的亩产效益达
到3 . 2万元。”由守昌说。

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难道也
是单纯种地？“园区把产业链、价
值链等现代产业组织方式引入农

业，促进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农产品竞争力大大提升。”寒亭区
农业农村局局长、产业园管理服务
中心主任宿光会说。

产业融合，正在园区展开。除
了直接销售，产业园还对萝卜和西
瓜的深加工进行了探索。在园内中
美中心新建的食品创新工场内，潍
县萝卜脆、萝卜发酵饮料、西瓜
脯、西瓜果酒等系列精深加工产品
达到1 0余种。中心总经理刘金波
说，公司投资近4 0 0 0万元新上萝
卜、西瓜加工生产线，与国外高端
科研院所合作进行新产品研发。

“2018年，潍县萝卜、寒亭西
瓜初加工产品20余万吨、深加工3 . 3

万吨，加工产值达12亿元，推进产
业园加工业产值与种植业产值的比
例达到了3∶1。”宿光会说。

在产业园的辐射带动下，周边
乡村旅游、休闲农业、农村电商等
第三产业得到迅猛发展，投资7000

万元新建的采摘观光基地、虞河农
业观光带已开门纳客，乡村旅游示
范点、农村电商分别发展到17家、
200余家。

占地90 . 7平方公里，覆盖68个村———

看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如何“种地”
农村大众报记者 郭杰 通讯员 于菲

场院里的乡村足球梦
农村大众报记者 戎宁 通讯员 李超 杨永生 许兆剑

窝刘完小现在拥有了专业的足球场，图为足球队的孩子们正在训练。

去年埋“坏果”赢来好口碑
今年他家樱桃成了“网红”

农村大众报记者 祝超群 通讯员 孟凌云

农村大众报济南讯 （记者房
孝钰）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
大力推进“现代优势产业集群+人
工智能”的指导意见》，记者从23

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这
也是全国首个“人工智能+”省级
政府文件。

《意见》提出两个阶段性目标：一
是到2022年，初步建成人工智能产业
生态链，智能经济成为新的重要经济
增长点；二是到2025年，人工智能产
业进入全国先进行列，与“十强”产业
融合发展更加紧密，成为全国一流乃
至世界有重要影响的产业集群。《意
见》提出实施10大智能提升工程，通

过把新一代人工智能科技革命成果
与我省现代优势产业集群逐一对接，
着力研究破解制约重点产业智能化
发展、高质量发展的痛点和难点。其
中，5大新兴产业集群，我省将着力通
过人工智能促其“快成长、上规模”；5

大传统产业集群，通过人工智能促其
“提层次、强实力”。

为确保《意见》落到实处，省
工业和信息化厅牵头启动“现代优
势产业集群+人工智能”试点示范
企业及项目遴选工作，最终确定了第
一批150个试点示范企业和项目，总
投资275 . 8亿元。其中，人工智能产业
方向项目30个，总投资14 . 3亿元。

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意见

让人工智能强力赋能“十强”产业

冷收麦，
热进仓；

灌浆足墒，
粒饱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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