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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时节，走进“中国蔬菜
之乡”寿光，看到一个个日光温
室蔬菜大棚，感受到当地多年坚
持科技引领、绿色发展理念带来
的勃勃生机和可持续发展后劲。

桑英德是一名普通的寿光菜
农，家住文家街道桑家营子村。
2015年，他在本村建了一个日光温
室大棚种植茄子，年收入十几万
元，腰包鼓了。聊起蔬菜质量，
他颇为自信：“我种出来的这些
茄子绿色安全，尽管放心吃。”

他这么有底气，源于他在种
植 大 棚 时 的 绿 色 理 念 与 严 格 管
理。

实施沃土工程

土壤越来越暄了

今年年初，桑英德便开始为
种植这一茬茄子做准备。 1月 3 0

日，他用旋耕犁把大棚内的土地
仔仔细细地深翻了一遍，深度达30

厘米。“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
家”，为了增加土壤中的腐殖质
含量，随着土地深翻，他把买来
的5 0 0袋总重达2万斤的一种有机
肥 — —— 稻 壳 肥 ， 均 匀 地 撒 到 地
里，给茄子生长发育创造良好的

土壤条件。
1989年，寿光市开始发展大棚

蔬菜。那时候，提高蔬菜产量的
普遍做法是用化肥，并且所用化
肥种类单一，用久了导致土壤板
结，地力下降，影响蔬菜品质。

为了保护耕地、提升蔬菜品
质，寿光决定从源头抓起，走绿
色发展之路。寿光市农业农村局
党组书记、局长李秀欣介绍，自
2011年开始，寿光在全国率先实施
沃土工程，推广生物有机肥及土
壤深翻、秸秆还田等土壤改良技
术。目前已经累计改良土壤近30万
亩 ， 土 壤 有 机 质 含 量 由 原 来 的
1 . 6%提升到1 . 87%左右，土壤活性
显 著 增 强 ， 土 壤 变 得 越 来 越 暄
了。这几年，菜农们在大棚里发
现了多年不见的“老朋友”蚯蚓及
其钻出来的孔洞。

大棚随处可见

防虫网、粘虫板

深翻土地之后，桑英德准备
种植茄子。

一棵茄子的生命是从种子萌
发开始的。

“事先，我从纪台镇一家育

苗公司预订了3800多棵幼苗，花了
1900多元。育苗公司选用抗病、耐
储运新品种种子，经过浸种、催
芽、播种、分苗、炼苗等步骤，85

天左右才育成。”桑英德说。2月4

日，恰好立春，他把买来的一棵棵
幼苗定植到棚内，然后浇了一遍
水。

“茄子生长需要较多的水，所
以我每隔5天浇一遍。平时，需要
追肥的时候，我就根据测土配方的
结果，选购相应的肥料，然后随着
水流，冲施到地里。”桑英德说，
他施用的都是有机肥、生物菌肥等
肥料。

记者看到，在大棚的通风口上
有一层防虫网，那是桑英德罩上用
来阻挡外来害虫的。在大棚里面，
还挂着一张张黄色的粘虫板。除了
这些物理防虫措施，如果圆茄生长
过程中出现病害，桑英德也像其他
菜农一样，更倾向于选择使用杀菌
剂，严格按照说明书的要求使用，
尤其是茄子采收之前，严格控制用
药的间隔期。

“我用的这些肥料和农药，都
是 从 寿 光 菜 农 之 家 联 合 社 购 买
的。”桑英德告诉记者，这家联合
社是寿光的知名品牌农资经营机

构，销售的肥料和农药，都是经过
严格把关筛查的，产品安全可靠，
用着放心。

三级监管

只为种出安全菜

农资经销商的合法合规经营，
既靠自律，也需严格监管。

李秀欣介绍，为了坚守安全
监管底线，确保种出来的蔬菜质
量不出问题，2 0 1 9年，寿光市创
新推行全域网格化监管机制，开
发了网格化智慧监管系统。将全
市划分为2 8个网格，配备5 6名监
管员、2 8辆专用车，对全市农资
市 场 、 合 作 社 和 种 植 户 的 农 产
品、农业投入品质量安全进行全
天候监管。

“一年下来，我们会把全市的
农资经营点抽样化验一遍，一旦发
现问题，坚决依法依规处理。”李
秀欣说，监管中若是发现种植户使
用的农药浓度超标，乡镇管理部门
就 让 其 清 理 大 棚 ， 并 写 下 保 障
书；如一年之内违规超过三次，
就将其列入信用黑名单。

同时，寿光市高标准推进省
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示范

镇创建，按照“村村有网格、村
村有监管员”要求，配备镇村专
兼职监管员1125人，构建起“村级
有人看、镇级有人管、市级有人
查”的监管体系。

寿光市还不定期开展集中行
动，对农药、肥料进行质量监督
抽检。从镇街抽调执法人员，从
网格化监管办公室抽调监管员，
随机抽签组成10个检查组。截至5

月20日，今年该市已开展交叉检查
4次，监督抽检农产品560批次、农
药380批次、肥料230批次。

圆茄幼苗定植之后，桑英德
精心管理，眼看着它们一天天长
大、开花、结果。3月25日，桑英
德采收了第一批茄子。此后，每4

天他就采收一次。他说，大棚里
这一茬茄子能一直采收到6月底。

桑英德告诉记者，进入7月高
温季节，他便会清理大棚里的圆
茄植株，然后密闭大棚，足水灌
溉，进行闷棚高温杀菌。两个月
后，再敞开大棚，通风降温，准
备种下一茬蔬菜——— 黄瓜。

农产品质量安全是产业发展
的 “ 生 命 线 ” 。 一 棵 寿 光 菜 的
“成长史”，折射出寿光蔬菜产
品质量安全防线的全貌。

一棵寿光菜的“成长史”
——— 来自“中国蔬菜之乡”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报道（上）

农村大众报记者 陈建志 张婷

一棵寿光菜的“出嫁记”
——— 来自“中国蔬菜之乡”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报道（下）

农村大众报记者 陈建志 张婷

5月25日早上3点，人们还沉浸
在梦乡之中。

寿光市文家街道桑家营子村
村民桑英德听见闹钟铃声响起，
一 骨 碌 从 床 上 爬 起 来 ， 叫 醒 媳
妇。屋外天幕笼罩四野，院子里
有些暗，微风吹拂，身上感觉凉
飕飕的。夫妻俩骑上自行车，来
到村庄西北角自家的日光温室大
棚。

看到一棵棵茄子植株上挂着大
大小小的圆形茄子，桑英德满心欢
喜。他伸手摘下一个，放到篮子
里，开始了一天的劳作。

为了叙述方便，这第一只茄
子，暂且叫她“茄子甲”吧。下面
的故事就围绕茄子甲展开。

全国首批开展

农产品合格证试点

桑英德这个大棚，实际种植面
积2 . 5亩，栽植了3800多棵茄子。

夫妻俩一棵棵、一行行地查
看，经过5个小时紧张劳作，早上8

点多，所有成熟的茄子都采摘了下
来。

为了节省体力，桑英德事先在
大棚北头过道上，安装了两行简易

铁轨，配备了一辆小货车。夫妻俩
把采摘的茄子装到小货车上，按动
遥控器，小货车就把茄子运到大棚
门口。

茄子甲不会知道，她和她的姊
妹们走出“闺房”——— 大棚，必须
接受一番打量筛选，跨过几道关
卡 ， 方 能 “ 出 嫁 ” ， 抵 达 “ 婆
家”——— 消费者的餐桌。

5月25日上午，桑英德把采摘的
茄子甲及其姐妹们，装上车，运到
村头蔬菜购销处。经过抽样检测，
没有发现质量问题，工作人员便出
具了一张农产品合格证，盖上公
章。桑英德接着在上面签字，承诺
本批蔬菜质量“合格”。农业管理
部门称之为购销市场开办主体与菜
农“双承诺”。只有“双承诺”，
才能拿到农产品合格证。按照规
定，销售时，农产品合格证必须随
货同行。

寿光是全国首批开展农产品合
格证工作的试点市。截至目前，已
开具合格证 6 0多万张，探索了蓝
牙便携打印、手持喷码机打印、
扫码枪赋码张贴等多种电子合格
证开具方式，实现了包括蔬菜产
品 在 内 的 食 用 农 产 品 来 源 可 追
溯。

蔬菜“双证”齐全

方可对外销售

接着说，茄子甲及其姐妹们的
故事。

桑英德携带农产品合格证，开
车把这批茄子运到寿光地利农产品
物流园。

物流园检测中心工作人员从中
随机选取样品进行检测。检测项

目，主要是茄子中的“有机磷及氨
基甲酸酯类”两大类农药的残留
量，结果显示均不超标，检测报告
结论为“合格”。

桑英德手持农产品合格证和检
测合格证明，把这批总共1980斤的
茄子卖给了来自天津的一家蔬菜经
销商，售价为每斤1 . 6元。

寿光地利农产品物流园是一个
蔬菜集散地，如何保证进出物流园
的蔬菜质量安全？

物流园总经理助理国明茜介
绍，物流园制定了蔬菜质量安全管
理制度，园区与入场经营业户签订
质量安全协议书，蔬菜来源、购销
凭证、农产品合格证等资料随时抽
查，确保蔬菜和票证一一对应；物
流园检测中心对蔬菜进行抽样检
测，检测结果在各交易大厅宣传栏
和LED屏即时公示。

国明茜介绍，物流园检测中心
配备了4台先进的速测仪和14名检测
人员，检验能力达到国内领先水
平。每日从凌晨2点30分开始，分3

个班次对交易区、理货区进行采
样，日检测蔬菜样品1000余批次，
全年共3 0余万批次，检测合格率
99%以上。

2 0 1 9年，物流园自主研发了
“ 寿 光 地 利 农 产 品 溯 源 管 理 系
统”，通过这个系统，所有进场车
辆及蔬菜都可追溯来源。该物流园
工作人员拿出一张销售凭证，记者
用手机扫描上面的二维码，立即显
示出这批蔬菜相关检测信息、产地
信息以及买卖双方客户信息等。

经过一道道关卡，5月25日，桑
英德自家大棚生产的茄子甲及其姐
妹们，终于“出嫁”了——— 从山东
寿光启程，前往天津……

寿光地利农产品物流园工作人员正在检测蔬菜样品。

住鲁代表委员

热议乡村振兴战略
——— 详见A2版

从生老病死到衣食住行

悠悠百姓事，两会总关情
——— 详见A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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