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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记者 石如宽
本报记者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孙明

“刨去成本，每亩纯收入500多元。虽然
单产不如棉花，但用工少、周期短。你看，我
现在已经清闲了，种棉花的还在忙活着。”12
月3日，寿光市双王城生态经济区寇家坞四村
党支部书记王云明告诉记者。

今年初，王云明与贵州茅台酒集团种植高
粱的负责人取得联系，拿到订单后他与人合伙
种植了1000亩高粱。“今夏雨水大，高粱出穗
后，有20天泡在水里。周边的玉米、棉花都绝
产了，但高粱还能平均亩产250多公斤。”王
云明说，如今他成立了云明红缨子高粱专业合
作社，又争取了5000亩的高粱指标。

在双王城15万亩盐碱地上，棉花单一种植
的局面正在被打破，西瓜、水稻、高粱等纷纷
“落户”。与此同时，一些大型生态农业项目
正在成为新的增长引擎，带动周边村庄发展。

西红柿、西瓜、水稻相继成功———

棉花不再“一统天下”

“2010年棉花14元每公斤，收益不错。然
后连着3年价格持续走低，维持8元左右每公
斤。价格上不去，种棉花就没有多大效益
了。”王云明道出了种高粱的初衷。

棉花价格走低，人工成本上扬。能不能搞
点别的？今年春天，郭井子村的曹振桓联合几
位村民，试种百余亩西瓜。

没想到，这一试就带来惊喜：盐碱地上长
出的西瓜不仅不易得病，口感还格外好。曹振
桓说，虽然土地盐碱化程度高，但土壤的含钾
量也高，西瓜瓜瓤松脆，甜度较别地方的西瓜
要高不少，能达到14度。更重要的是，盐碱地
不生根线虫等病害。

曹振桓算了一笔账，按一亩西瓜保底产量
2500公斤算，每亩西瓜净利润能达2000元以
上，而种棉花每亩纯收入不过600元。而且，
用西瓜跟玉米套种方式，仅一茬玉米收入就跟
棉花持平，西瓜的利润等于“纯赚”。

同样不甘于种棉花的南木桥村，在无土栽
培上动起了脑筋。

据南木桥党支部书记李本兵介绍，几年前
政府就帮村里试验无土栽培，现在形成了较成
熟的技术。2010年，几位村民靠西红柿大棚赚
了钱，带动了其他村民的积极性。如今村里已
经有了116个无土栽培大棚。

水稻也已试种成功。“我们想看看寿北盐
碱地能否长出合格的水稻，结果出乎意料地
好。”一位名叫马颖的农民今年承包了20亩稻
田，种植“徐稻五号”，结果亩产500多公斤。

寿光市国有机械林场，今年首次试种根用
芥菜，也成功了。

省科技厅“渤海粮仓”项目，100亩的试
验田也在双王城落地。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需要政府慢慢引
导，其关键是让农民增收。”双王城生态经济
区管委会副主任尹爱军说。

秋葵蚯蚓互惠，发电养鱼并存———

生态农业异军突起

12月3日，双王城牛头镇村，记者在寿光
金盛源固废处理有限公司蚯蚓污泥处理基地看
到，一条条灰色的泥垄整齐排列，上面覆盖着
草苫和黑色的薄膜。经理郭宝玉介绍，泥垄就
是蚯蚓的“家”，覆盖东西主要是保持土壤的
温度和湿度。

郭宝玉用铁叉翻开土壤，一条条蚯蚓不停
地蠕动。他掰下一块土，放在记者鼻子下面，
没有臭味，只有正常泥土的气息。“经过蚯蚓
处理后，一点不臭了。”郭宝玉说，蚯蚓处理
污泥最大的好处就是改良土壤板结和根治根线
虫。

如今，该基地已运行7个月，每天可处理
城市污泥800至1000吨，产生蚯蚓粪300吨，已
经改良土地160多亩，明年预计能改良土地300
亩。在泥垄上面的灰色土壤，是改良好的蚯蚓

粪，每吨可以卖到300元。
郭宝玉说，这种蚯蚓是杂交品种“大平二

号”，繁殖速度快，吞吐量大，处理污泥很高
效。“一颗卵产7只蚯蚓，20多天后这7只蚯蚓
又可以繁殖49只，呈几何级增长。现在这1100
亩的园区需要800吨蚯蚓，我们要先把蚯蚓繁
殖起来。”

同时，该公司在垄边种植秋葵。“秋葵为
蚯蚓遮荫，蚯蚓粪为秋葵提供营养。”郭宝玉
说，秋葵是一种适应能力强，对土壤、肥力要
求不高的新兴绿色保健蔬菜，亩产可达1500公
斤，每亩收入可达1万元。据悉，双王城计划
明年扩大面积，带动周边百姓种植秋葵。

双王城还引进高端渔业养殖项目，建设了
1800亩的现代健康渔业基地。

“上面发电，下面养鱼”，项目建成后，
可年产各类鱼虾4000吨，实现产值3亿元。山
东领航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养殖场负责人张景波
说，已经建成12个温室养鱼渔棚、2个温室养
虾大棚。

现在，双王城已有多个生态农业项目进
驻，涵盖水产养殖、生态中药等，已开工建设
项目12个。

从一棵树到万亩林———

盐碱苗木基地现雏形

“六股路套知了——— 老窝里等。”这是寿

光人人皆知的歇后语。
六股路是个村庄，全村只有一棵树，知了

飞起来，无处落脚，最终还得飞回到这棵树
上。要捉它的话，等着就是了。这也生动地说
明，在寿光北部盐碱地上长棵树何其难。

如今这里，不仅有林海博览园这样的大型
森林公园，道路两旁也尽是郁郁葱葱的大树。

双王城拿出专项资金用于生态修复，在大
西环东侧、林海路两侧和水库西北部规划建设
林木园区。同时，发动群众积极参与，在空闲
地、房前屋后栽植树木。

结合万亩环库林场建设，双王城建立了北
方盐碱苗木基地，充分利用寿北土地盐碱特
性，依托国内外科研单位耐盐碱苗木的研究成
果，集中打造一处集盐碱地苗木研发、培育和
销售的实验推广基地。双王城要求投资商必须
拿出基地面积的30%建设生态示范林，其他区
域进行苗木的研发和培育。泰杰科技投资的鲁
泰盐杨苗木基地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该公司副总经理王书龙介绍，鲁泰盐杨由
欧洲红杨与台湾耐盐碱杨树杂交而成，具有耐
盐碱性强、苗木易繁殖、栽植成活率高、生长
速度快、抗逆性强等特点。目前，北方苗木基
地已进驻济南、潍坊的6家种苗企业，完成绿
化5000亩。

双王城生态经济区党工委书记燕黎明认
为，经过不断探索和大胆尝试，如今的盐碱
地，不再是阻碍老百姓经济收入的绊脚石，反
而成了创造财富的风水宝地。

双王城打破棉花种植单一格局，尝试多种农业经营———

盐碱地上种出新花样

□ 见习记者 吴庆辉
本报记者 戴玉亮

“以前一边打工一边种地，两头忙活，最
后庄稼没种好，打工也受影响。想办法将土地
流转出去，又因为面积小，地块分散，效益不
高。”12月9日下午，在山东金顶防水材料有
限公司生产车间，寿光市台头镇北洋头村村民
侯晓亮正收拾东西准备下班。“现在好了，土
地交给村集体托管后，年终有分红，我打工有
工资，总体收入提高不少。”侯晓亮说。

近年来，北洋头村开展土地集约化经营。
村集体从农户手中流转土地，进行统一发包，
经营收入除去村民的土地承包费后全部归集体
所有，用于公益事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以
土地综合利用为契机，合理分配土地资源，北
洋头村实现了村民增收和村集体经济壮大的双

重目标。
12月10日，在寿光建民家庭农场，北洋头

村村民杨建敏正在忙碌地栽种法桐。今年9
月，杨建敏和村委会签订了托管协议，将自己
的6亩土地交给村集体经营。根据托管协议，
杨建敏在年底时，每亩土地可分红1000元。平
时，杨建敏在这家农场打工，一个月收入3000
多元。

“一直想扩大种植规模，村里土地流转
后，我在之前200亩的基础上又承包了300亩，
农场的规模化和机械化水平提高了。”建民家
庭农场负责人侯建民告诉记者。

“今年5月，我们提出村民按土地入股、
按股分红的方案后，村民反响很好。等到正式
签约时，仅两天时间，就有460个分散种植户
和村集体签订了托管协议。”北洋头村党总支
书记侯新令说。

2013年9月，北洋头村在原来集体托管
1300亩工业用地的基础上，通过土地经营权入
股，把分散种植的2600亩农业用地收归集体，
承包给8个家庭农场和1家养殖园区，实现了全
村3900亩土地全部集约经营。

侯新令说：“在对全村土地清理清查后，
又对边角地、废弃闲置地、不合理的承包地进
行了盘活开发和公开招标。”

“2011年，村委会对之前废弃的砖厂进行
了复垦整理。我当时正好计划建设一个养殖
场，便通过竞标取得了使用权。”寿光利波生
猪养殖有限公司总经理孙利告诉记者。

针对边角土地使用，北洋头村做了大量工
作：2012年，村委会重新丈量土地，清理出边
角地200多亩，通过公开招标，为集体年增收
50多万元。2013年，为更好地利用集体130亩
林业用地，村委会引进了苗木培育基地，为集

体年增收65万元。村里同时对建设预留用地进
行公开招标，对工业用地价格进行了调整，为
集体年增收50余万元。

“以前集体经济薄弱，想为村民办事，但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现在土地利用率提
高，集体经济收入也相应增加，发展集体事业
有了劲头。”侯新令说。

据了解，近年来北洋头村先后投资1800多
万元，对村里所有街道进行了硬化、绿化和亮
化；投资800多万元，按省规范化标准新建了
村办幼儿园、小学实验楼；投资70多万元，在
怡馨苑小区建设了1处文体活动中心和2处健身
娱乐广场；投资30多万元，新上纯净水净化设
备；2011年，村里又出资130多万元，集体承
担了新农合、农业政策性保险、老年人意外伤
害险等费用。

3900亩土地集体托管集约化经营

北洋头：农民增收 集体变“壮”

□ 见习记者 吴庆辉 本报记者 戴玉亮

12月5日，在寿光市侯镇斜庙子村的苹果种植
园里，村民张云亮正在更新果树苗木。

“现在要把旧的果树刨出来，换上新土，计划
明年4月栽上新品种。”张云亮说。

2009年，斜庙子村成立了寿光市园盛果品合作
社。合作社成立后，通过统一管理、统一包装、统
一销售，实现了斜庙子苹果的品牌化运作，村民个
人和村集体经济实现双丰收。

“我们村地处弥河故道，是北部盐碱土壤和南
部红壤的结合处，适宜种植苹果。这里出产的苹果
个头大，上色均匀，口感脆甜。没成立合作社前，
苹果多是零散种植，收益不好。有了合作社后，我
们还注册了商标，苹果销路广了。”园盛合作社理
事长张荣生说。

村民国钦芳承包了120亩果园。7月19日，国钦
芳拿到了寿光首家家庭农场经营执照，成为寿光第
一个经工商部门注册登记的家庭农场。

“搞家庭农场是合作社成立后我们探索的新路
子。加入合作社，就有了保险，从种植到管理、销
售，合作社统一运营。苹果成熟了，不用自己找果
商，合作社早就提前联系好了。”国钦芳说。

据介绍，在生产方面，园盛合作社通过建立果
园管理档案，记录社员苹果的成长情况，个性化处
理生产问题；在品牌管理方面，使用“斜庙子”商
标，统一印刷包装箱，将斜庙子苹果作为集体品牌
向外销售；在收购方面，合作社以统一的价格收购
苹果，解决之前容易出现的囤积滞销现象；在销售
方面，统一对接超市、市场等大型销售终端。

“斜庙子苹果以皮薄、脆甜、肉细而闻名，顾
客比较认可。我们每次去斜庙子，都会采购四五吨
回来。”潍坊佳乐家生鲜品运营中心采购负责人张
健告诉记者。

“以前苹果丰收了，总担心卖不出去，还得摆
地摊。现在好了，销路有了保证，价格也稳定了，
丰收的时候每亩能收入将近1万元。”村民张启亮
说。

“村民个体收入和村里集体收入上去了，发展
集体事业才有基础。”斜庙子村党支部书记张启良
说。2013年，斜庙子村通过发包果园220亩，村集
体经济增收138 . 4万元。

“侯镇的特色农产品较多，今后我们将进一步
加大对专业合作社的扶持力度，积极推进‘党支部+
合作社+农户+市场’的发展路子，带动农业转型，
农村发展，农民致富。”侯镇党委相关负责人说。

斜庙子擦亮

“细肉”苹果品牌

□见习记者 石如宽 通讯员 张春志 报道
本报寿光讯 寿光市2014年小麦政策性农业保

险农户参保缴费工作日前结束，全市总投保面积
52 . 7万亩，签单总额527万元，其中农户自缴费
105万元，市财政配套105万元，上级补助316万
元。目前，配套资金已全部到位。

今年寿光小麦保险费为每亩10元，其中农户需
交费2元，政府补贴8元。保险责任额为每亩320
元，凡因火灾、雹灾、风灾、冻灾、涝灾造成损失
率在10%以上的，旱灾造成的损失率在40%以上
的，重大流行性病虫害（小麦条锈病和小麦吸浆虫
病）对小麦造成50%以上减产的，由省级核损定损
专家进行鉴定确认后，都可以得到赔付。

2013年，寿光小麦投保面积53万亩，财政补贴
425万元。目前小麦受灾理赔款207万元已全部发放
到参保农户手中。

□吴庆辉 张永升 报道
本报寿光讯 在寿光大棚种菜早已不是新鲜

事，而上口镇东润农业园区把大棚里的蔬菜种在了
花盆里，不仅种出了新品种，销路也非常好，闯出
了一条大棚种菜新路子。

该园区使用“草炭土”培育盆景蔬菜，减少了
传统土壤栽培的“土传病害”，杜绝了化肥的使
用，不仅绿色无公害，而且口感好。目前，该园区
月产盆景蔬菜2万盆，每盆批发价格15元，一个标
准大棚年可实现销售收入60万元。

近年来，上口镇积极引导农业迈向高端，通过
发展股份制合作社、种植盆景蔬菜、培育稀有品种
等方式，促进了农业园区转型升级和农民增收致
富。截至目前，全镇已流转土地14000多亩，发展
了东润盆景蔬菜、人参果种植基地等规模园区42
处、家庭农场55处，新认证绿色、无公害基地8
家。上口冰果、寿光大葱被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
证明商标”，泉泰牧业被认定为“山东省无公害农
产品产地”。

□见习记者 吴庆辉 报道
本报寿光讯 近日，经过初审、专家评审和公

示等程序后，“化龙胡萝卜”获国家农产品地理标
志登记保护。

近年来，化龙镇不断推进胡萝卜种植、管理、
加工一体化建设，先后建成2万亩标准化种植和25
万平方米的加工创业基地，相继被国家质检总局和
农业部评为“国家级化龙胡萝卜标准化生产示范
区”和“全国农产品加工创业基地”。目前，该镇
共有胡萝卜加工企业54家，其中潍坊市农业龙头企
业3家，胡萝卜产品远销日本、韩国等20多个国家
和地区。

一亩小麦最高可获赔320元

2014年寿光小麦
总投保52 . 7万亩

上口镇盆景蔬菜

引领农业转型

“化龙胡萝卜”获

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

▲南木桥村村民在管理无土栽培的西红
柿。

▲金盛源固废处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查看蚯蚓生长情况。

□王静 王兵 报道
12月11日，在益羊铁路改线部分的

最北端田柳站看到，轨道旁边两架高大
的龙门吊正在吊装轨排。

去年底，益羊铁路新线开始全面施
工。到今年10月份，新线路的路基、桥
涵工作已全面完成，现正在进行轨排生
产作业。铺轨工作全面展开，预计明年
7月全面通车。

益羊铁路改线工程

全线铺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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