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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梭庄的“桃文化”曲艺队，
到茹家庄村“传承红色基因·留住
乡村记忆”的红色村史馆，再到毕
家沟村的“巾帼志愿服务队”……
新时代文明实践在临朐城乡处处闪
光、绽放和升华。

山东省临朐县用好当地资源和
特色，解决“在哪做”“谁来做”
“如何做”三大难题，用志愿服务
点亮文明，营造了“人人愿为、人
人能为、人人可为”的文明实践环
境，温暖了民心，打响了品牌。

构筑起文明实践阵地

解决“在哪做”难题

日前，临朐许多村庄的“大喇
叭”再次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进行宣讲。

建设村村响“大喇叭”广播，
是临朐构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所宣

传阵地的重要板块。该县将原有的
分散村级广播统一并网，在全县14

个镇街园区成立镇级广播平台，并
通过播控中心连接各村级广播平
台，把基层理论宣讲变成了“群众
点餐式”宣讲，用乡音传党音，真
正使党的理论知识、方针政策入脑
入心、温暖民心。

如何更好地展现乡土文化和民
俗风情？临朐突出村级文明实践主
阵地作用，将文化礼堂、农家书
屋、村史馆等基层公共服务设施功
能融入文明实践阵地。目前该县已
高标准建成300多家文化场所，覆盖
全县88%的行政村。

从2018年成立第一个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 兴隆城市社区实践站
以来，临朐已在全县329个中心村建
成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2020年，辛寨街道大辛中村喜
获“全国文明村”桂冠，为临朐新

时代文明实践再添新名片。

搭建志愿服务组织架构

解决“谁来做”难题

行走在东城街道毕家沟村，干
净整洁、清新怡人的乡村美景犹
如一幅绚丽的山水画卷，而这一
切 得 益 于 村 班 子 的 “ 德 治 ” 理
念，也离不开村里的“巾帼志愿
服务队”。这个现有52名成员的志
愿 服 务 队 ， 从 搞 卫 生 到 调 解 纠
纷，再到评选美丽庭院等，是全
村正能量的标杆。

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在基
层深入开展，临朐积极发挥志愿服
务精神，组建涵盖10万余人的各类
志愿服务组织、队伍482支。

临朐创新志愿者服务形式，依
托“云上临朐”App搭建网上志愿
服务组织架构，做好志愿者、志愿

服务团队的网上注册、项目认领、
服务送单等工作。截至目前，全县
注册志愿者累计达10 . 8万余人次，
开展活动项目900多个，服务群众8

万余人次。

文化品牌建设重心下移

解决“如何做”难题

作为首批全国“文化模范县”
和“社会文化先进县”，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带来的“文化惠民”春
风，让广大农村群众更深切地感受
到了新时代的文化活力。

从2018年开始，临朐以打造一
个特色文化品牌、推出一个以上重
点非遗项目、创建一支群众文艺表
演团体、编排一台演出剧目为主要
内容的“四个一”活动为基本标
准，逐渐将文化品牌建设重心下
移。同时在14个镇街或园区设立公

益文化培训服务点，涵盖舞蹈、戏
曲等15个门类，共计培训学员1万余
人次。

在各方合力施肥、浇水和培育
下，深埋于乡间土壤的文化种子
逐渐发芽、抽穗、开花，群众积
蓄已久的文化创作热情被彻底激
活。临朐以文艺赛事推动作品创
作，具有现实意义的荣获“群星
奖”的小品《骆驼石》、亮相央
视戏曲频道并获得一致好评的大
型现代周姑戏《淌水崖》、MV作
品《临朐版红旗飘飘》等文艺精
品频出。

如今的临朐，每年举办各类文
化活动400余场，惠及群众80余万
人，有力提升了群众幸福感和满意
度，加快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成为
全域新风尚。

农村大众报通讯员 刘明志
刘瑞华

解决“在哪做”“谁来做”“如何做”

临朐“内外兼修”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

乐陵希森马铃薯产业集团（下
称“希森”）是山东省内唯一一家
马铃薯育种企业，是集“育繁推”
一体化的中国种业50强企业。2020

年12月26日，山东省出台15条措施
推进现代种业创新发展，明确指
出，马铃薯育种要达到国际领先水
平。

希森准备好了吗？

从无到有

14年育出18个品种

1月6日，寒风凛冽。希森马铃
薯产业集团许家基地的组培车间
内，一排排脱毒苗生长旺盛。

“希森3号，亩均产可达4- 5

吨；希森 5号，干物质含量高达
28%；希森6号，亩产高达8-9吨，
两度刷新世界纪录……”希森马铃
薯产业集团总经理胡柏耿，为农村
大众报记者梳理出“希森”的“大
事记”：哪个年份，解决了什么技
术难题，新品种又有哪些性状特点
等。“大事记”的背后，是一场漫
长的种业科技攻坚战。

当前，我国马铃薯总产、种植
面积均居世界首位，但单产世界排
名却居90多位。“我们缺少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早熟、高产、抗病、
加工专用型马铃薯新品种。山东主
要种植鲜食品种，全省马铃薯种植
面积280万亩，鲜食主栽品种来自荷

兰，占全省种植面积的80％以上，
国内炸条加工型主栽品种来自加拿
大，炸片加工型主栽品种来自美
国。”胡柏耿说。

技不如人唯有卧薪尝胆，奋起
直追。2006年开始，希森团队就立
志要育出抗旱、抗病、丰产等均优
的优良品种。

借助其国家马铃薯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平台优势，希森以早熟、高
淀粉、耐盐碱马铃薯新品种选育为
核心，开展种质资源创新、新品种
培育、配套栽培技术、脱毒种薯繁
育、示范推广应用等系统研究。
2011年，希森推出第一个自主知识
产权新品种“希森3号”。其后，累计
成功培育出18个具有完全自主知识
产权的新品种，有11个品种已通过品
种审定和国家注册登记，品质和产
量远远超过引进品种。

截至目前，希森先后承担实施
了21个国家和省部级重点研发专项
及自主研发项目。希森马铃薯脱毒
种薯原原种和种薯产能分别达到了
8亿粒和720万吨，占据国内种薯市
场20%份额，规模与产能均位居全
国第一。

从常规到耐盐碱

要育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品种

2017年，希森承担了山东省良
种工程——— 马铃薯耐盐碱育种项

目，在东营黄三角农高区开展耐盐
碱马铃薯品种选育及配套栽培技术
研究工作。胡柏耿介绍，目前世界
上没有适合在盐碱地上种植的马铃
薯品种，如果有所突破，将填补世
界空白。

近30人的马铃薯育种及栽培专
家队伍组建起来，联合国内外20余
家科研院所开展协作攻关，目前
已初步建立了耐盐碱马铃薯资源
库和耐盐碱评价体系及标准，创
立了盐碱地马铃薯新品种育种体
系。

在中度盐碱地上，希森对746个
杂交组合的175224个单株、6670份资
源/品系和167个品种进行了连续3年
的试验研究，筛选出耐中度盐碱材
料26份。2020年6月经专家组现场测
产验收，耐盐碱品种达到亩产3400

斤。同时选育出6份较为优异的育

种新材料，这些材料将为下一步的
品种选育提供可靠的物质基础。

在轻度盐碱地上，科研人员通
过研究不同马铃薯耐盐栽培技术试
验，耐盐碱品种亩产达到9255斤。

希森在中高度（含盐量4‰-8

‰）盐碱地马铃薯和碱蓬间套立体
多元化栽培技术研究方面也初见成
效。马铃薯单季亩产1000公斤，碱
蓬亩产1000公斤，两项亩产值合计
达到2200元。

目前，希森已育成6个耐轻度
盐碱的马铃薯品种。从2 0 2 1年开
始，希森计划将耐盐碱品种及配套
绿色高效栽培技术在黄河三角洲进
行推广。3年内，他们的推广目标
分别是1000亩、5000亩和1万亩。
“我们还将协助种植户进行销售，
尽快实现耐盐碱马铃薯的产业化发
展。”胡柏耿说。

从国内到世界

优化模式助良种推广

3年内，“希森6号”全国推广
面积达到3000多万亩，在这个过程
中，除了科研人员的执着研究、相
关部门的精准扶持，希森创新实施
的“育繁推一体化”种业开发模式
也起了相当大的助推作用。

“一体化就是把种子研发、产
品推广、技术服务等统一起来，不
但使育种目标更贴近生产实际，还
能加快良种繁种效率，加快优质薯
种的推广速度。”希森马铃薯产业
集团许家基地总经理孔海明说。

希森是国内最大的马铃薯脱毒
种薯繁育企业，也是首家实现育繁
推一体化的马铃薯企业。多年实践
中，希森摸索出了品种产业化的一
条独特路径：在公司精准运作下，
新品种迅速推向市场，与此同时，
公司销售收入又部分投入到育种研
发，从而形成创新闭环。截至目
前，希森投入的育种经费已超过40

亿元。
截至目前，希森马铃薯种薯已

在全国24个省区市推广应用，累计
种植面积3150万亩。

希森还是国内第一家投身“一
带一路”建设的马铃薯企业。2014年，
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希森与
埃及、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开展广泛
交流合作，将“希森”系列马铃薯新
品种推广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目前“希森”系列在哈萨克斯坦、埃
及等多个国家的种植面积达到两万
余亩。

从新品种杂交选育，到微型薯
培育，再到种薯大田生产，希森已
成为“中国马铃薯种业航母”，不
仅覆盖国内，还向中亚、非洲拓
展。在做精、做强品种选育的基础
上，他们还拉长产业链，用心做好
从种业研发、生产再到消费的马铃
薯产业大文章。

14年育出18个品种，累计推广3000多万亩

从“希森”看一粒马铃薯的雄心
农村大众报记者 郭杰 通讯员 贾鹏 刘敏

希森集团拥有一支学科配套、高效的科研和工程技术开发团队。

图为科研人员在进行科学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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