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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单辰 戴玉亮

“作为首次单独成厅的台湾馆，将展示包括
农业科技、大型兰花景观和地道美食等10大
类。”菜博会组委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隋申利
说，届时参观者可以看到金刚土豆、开花人参等
台湾特色展品，还可一品凤梨酥、高山茶等。

“从2006年首届台湾展的‘只展不卖’，到
去年的‘展示展销’，再到今年单独设立台湾
馆，显示出两岸农业合作的新高度。”寿光市委
台办主任韩兴武说，展厅设计与观光农业相结
合，既有“菜乡特色”，又有“台湾高度”。

据介绍，4号厅展出面积7000平方米，共设
展位193个。“让参观者了解两岸文化，进一步
为两岸农业投资与贸易搭建平台，是台湾馆的使
命。”隋申利说。

台湾气候适宜兰花培育。经园艺师精心设计
的大型兰花景观，由2万株台湾兰花组建而成。共
分春、夏、秋、冬4个展示区。现主体骨架基本完成，
到时将会带给游客“一地游四季”的感觉。

本届台湾展馆还引进了一批具有台湾科技高
度和宝岛特色的展品，增添了菜博会的科技含量。

据介绍，台湾医学博士张维懋经多年研究，
将阿里山黑木耳跟长白山人参相结合，研制出的
“人参黑木耳露”，将在展会上亮相；比人参还
金贵、堪称“药王”的金线莲，通过新技术栽
培，将在玻璃瓶中展示给游客；从深海中抽取上
来经过多重工艺处理的水，易被人体吸收、洁净
程度高、富含矿物质；单果重24公斤的台湾特大
华冠西瓜、树葡萄南树北栽等，显示了台湾农业
科技的力量。

“地道的台湾美食一直是吸引游客的重要因
素。”隋申利说，此次台湾展专门设立了美食
区，各位展商将原材料搬进台湾馆，现场制作各
类美食，“不用到台湾，即可品尝最地道、最纯
正的台湾小吃。”

□ 本 报 记 者 单 辰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李可一

“8号厅展区中央是‘美丽中国’，
将长城、象鼻山、三潭映月等中国自然标
志和人文景观有机穿插，让参观者领略祖
国大好河山的风采。”菜博会组委会顾问
张嘉庆说，南区是“菜乡三圣”，展示寿
光文化；北区是“龙马精神”，寓意马年
大吉；东区和西区分别是“群龙戏海”和
“百子戏弥勒”。

据介绍，“美丽中国”全长84米、宽
24米，全部用生姜、芋头、山药、西红
柿、五彩椒、金针菊、过路黄、遍地黄金
及种子装扮而成。“30多个群峰巍峨、楼
亭典雅、河流纵横的自然、人文景观，浓
缩表现6个字：江山如此多娇。”张嘉庆
说。

寿光是“农圣”贾思勰、“文圣”仓
颉和“盐圣”夙沙氏的故乡。“为让参观
者亲身感受寿光深厚的文化内涵，8号厅
南区精心设计了‘菜乡三圣’景观。”菜
博会组委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隋申利说，
“观赏休闲之余，参观者可以了解寿光的
历史和文化。”

“龙马精神”是该厅的“泣血之
作”。“设计人员从民俗谚语中寻其寓
意，几易其稿，最终制作出这个美轮美奂

的蔬菜文化艺术景观。”隋申利说，“用
各类粮食、蔬菜种子120万粒，由20名工
作人员、耗时50天镶嵌而成。

而“百子戏弥勒”，先用泡沫雕出百
子和弥勒佛的形态，再用各类农作物种子
粘贴而成。“弥勒佛双耳垂肩，笑容满
面，百子或坐或跳、搔首挠耳、形态各
异。”菜博会组委会办公室设计部部长张
建卫说。

取材《九龙壁》的“群龙戏海”，景
点长36米、高4 . 5米，总占地160平方
米。龙身由种子和粮食粘贴镶嵌，浪花则
由银叶菊、碰手香等蔬菜扦插而成。整个
景观设计独特、制作精致，民俗气息浓
郁。

“8号厅的文化内容和历史背景，增
加了游园乐趣、提升了游览体验。”张嘉
庆说。

□ 本 报 记 者 单 辰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李可一

“这是今年的西红柿新品种，学名‘白玉
堂’。从坐果到成熟都是白色的。”3月23
日，在菜博会10号厅内，菜博会组委会办公室
展览部部长赵利华指着一株白色西红柿介绍
道，“白玉堂”具有植株抗病性强、产量高、
长势旺盛等优点，果实口感清脆、硬度高、耐
运输，极具推广价值，是首次亮相菜博会，给
作为前沿栽培技术展厅的10号厅增添了一抹亮
丽的风景。

“前沿栽培技术展厅是去年新增的，众多
先进的栽培模式和技术在这里同台竞技。”菜
博会组委会顾问张嘉庆说，这里还有备受喜爱
的南瓜园、地瓜树等大型蔬菜造景。

在太阳能和沼气能综合利用展区，记者看
到一个铺满光伏太阳能板的棚体，名为“植物
工厂”。

“植物工厂”是通过设施内高精度环境控

制，实现农作物周年连续生产的高效农业系
统。“利用计算机对植物生育的温度、湿度、
光照、二氧化碳浓度以及营养液等环境条件进
行自动控制，使植物生长实现几乎不受自然条
件制约的省力型生产。”赵利华说。

据介绍，“植物工厂”是现代设施农业发
展的高级阶段，是一种高投入、高技术、精装
备的生产体系，集生物技术、工程技术和系统
管理于一体，代表着未来农业的发展方向。

在“植物工厂”北侧，有两个正在建设中
的高约4米的罐体。“蔬菜种植、生产过程中
会产生大量蔬菜垃圾，这俩罐子就是专门用来
消化它们的。”赵利华说，蔬菜垃圾可用来发酵
沼气，既可用做生活燃气，也可用来照明。”

“通过沼气灯产生的二氧化碳，为植物生
长提供要素，剩余的沼液则可作为叶面肥或冲
施肥使用。”赵利华说。

在阳台栽培技术区，通过管道栽培技术种
植的作物已是硕果累累，西红柿树和地瓜树树
冠硕大、花繁果丰，是单株极限生产潜能集成

展示的代表品种。
“这里作为无土栽培示范区之一，植物全

部采用管道栽培技术。”张嘉庆说，通过营养
液输入口，地面管道将营养液吸入后供给作
物。既充分利用空间，又增加了产量，还杜绝
了土传病害。

据了解，管道栽培是利用PVC管材组装
成与植株相适应的容器，进行无土栽培。“管
道栽培操作简单、洁净，是时下阳台农业和屋
顶农业的新宠。”张嘉庆说。

“10号厅在本届菜博会开幕时，将以最佳
状态迎接参观者。”赵利华说，“除现有内容
外，气雾栽培和潮汐栽培也将加入其中。届
时，太阳能、沼气能和潮汐能3大能源将让参
观者更直观地感受绿色、低碳、环保的生态农
业魅力。”

另据介绍，第十五届菜博会开幕时，西红
柿和草莓采摘机器人将“开工上岗”，为参观
者展示生产、管理、采摘的全部流程，体现未
来农业的高度智能化与自动化。

白色西红柿、“植物工厂”、管道栽培、机器人采摘———

一步一景，前沿技术10号厅打擂台

□ 本 报 记 者 单辰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王朋

“蔬菜制成的文化景观、植物工厂、无土
栽培、空中红薯、台湾馆等，将在本届菜博会
亮相。”3月24日，寿光市菜博会组委会顾问
张嘉庆说，第十五届中国(寿光)国际蔬菜科技
博览会将以“绿色、科技、未来”为主题，汇
集展示和交流共享国内外蔬菜产业领域的新技
术、新品种、新成果、新理念。

自2000年以来，菜博会已成功举办14届，
共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30个省市区2000多万
人次参展参会，实现各类贸易额1599亿元。

国内外各类蔬菜一览无余

第十五届菜博会由农业部、商务部、科技
部等12部委和山东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将于
2014年4月20日至5月30日在寿光蔬菜高科技示
范园举办。

展会总面积45万平方米，设10个展馆
(厅)，1个蔬菜博物馆和1个采摘园。将展出国
内外蔬菜2000多种，呈现“新、特、奇、优”
等特色。

“1号、2号厅分别是种苗农资展厅和企业
精品展厅；3号厅是以南方常绿果树为主的水
果科技展厅；4号厅为台湾馆，展示台湾精品
农产品及农业高新技术。”菜博会组委会办公
室常务副主任隋申利说，5号到10号厅为特色
展厅，包括前沿栽培技术、蔬菜文化艺术景
观、蔬菜园艺和新品种等。

“紧密结合科技与现代农业、以菜乡‘三
圣’为文化背景，本届菜博会借助国内外多个
优秀蔬菜品种，将努力在实现科技创新、提升
人文内涵方面达到新高度。”隋申利说。

据了解，除主展区之外，第十五届菜博会
还将设立14个分展区。“从种植、科技、物流

等方面，让参观者在‘田间地头’感受到寿光
蔬菜产业链的魅力。”隋申利说。

展会成农业前沿科技看台

“菜博会5号展厅为蔬菜园艺厅，结合了
蔬菜科技与艺术，分设养生园、康宁园、古趣
园等24个种植园。”菜博会组委会办公室展览
部部长赵利华说，“种植株形美观、观赏价值

高的药用蔬菜、芳香蔬菜等300多个品种，搭
配传统民间故事等小品景观，妙趣横生。”

走进菜博会10号展厅，筹备工作正在有序
进行。记者首先看到的是“巨人南瓜”。赵利
华介绍，作为优秀的观赏品种，“巨人南瓜”
叶片厚实、果实硕大，喜水喜肥，单瓜重达
200公斤以上。

该厅工作人员张林义介绍，龙凤瓜、丝
瓜、葫芦等蔬菜通过基质栽培及合理的调控培

育，产量可提高3倍以上。
“蔬菜生长不靠太阳，靠‘植物工

厂’。”赵利华说，“安装LED光源，全自动
控温、控湿，补充二氧化碳，配置紫外线杀菌
和微循环系统，完全由人工创造出一个适宜蔬
菜生长的生态环境。通过水培，实现蔬菜24小
时健康生长。”

引人注目的空中红薯，应用国际领先的红
薯根系功能分离技术和侧蔓逆向生根技术，使
根系吸收和储存养分的功能分开。“秧苗植入营
养液中，红薯在空中基质中生长。”隋申利说，

“空中红薯便于采收，可多年连续结薯，单株覆
盖面积可达200平方米，重达600公斤。”

采摘园随摘即食

台湾馆精品荟萃
“采摘园集观光、采摘、品尝于一体，随

摘即食，就像一个田园超市。”赵利华说，厅
内果蔬严格按照科学种植方式，使用有机肥，
配用粘虫板和黑光灯治虫、紫外线杀菌、雄蜂
授粉等先进的农业技术，生产的樱桃西红柿和
无刺小黄瓜口感好、营养丰富。

“置身采摘园中，领略田园风情，别有一
番风味。”张嘉庆称。

本届菜博会的一大特色是“台湾馆”，隋
申利介绍，台湾馆集中展示台湾农产品精品，
包括科技农业、蔬菜水果、兰花、海洋产品、
台湾地道美食等十大类。

据介绍，台湾特色展品彰显科技含量。
“比如海洋生成水，是从深海中抽取上来经过
多重工艺处理的水，特别容易被人体吸收，洁
净程度高，富含矿物质，有益人体健康。”隋
申利说，“展品人参黑木耳露、特大华冠西
瓜、树葡萄等充分展示了台湾农业发展的最新
水平。游客在一饱眼福的同时，也能一饱口
福。”

第十五届寿光菜博会开幕在即———

2000余种蔬菜突出“新特奇优” 寿光，曾经诞生过世界上第一部农学巨著《齐
民要术》，是全国冬暖式蔬菜大棚的发源地。如
今，80余万亩的无公害蔬菜基地，年产蔬菜逾40亿
公斤，远销国内200多个大中城市及20多个国家和
地区。菜博会的举办一次次吸引世人的目光，著名
的“蔬菜之乡”闻名海内外。

自2000年以来，菜博会已连续举办了14届，每
届都呈现出闭幕难闭馆的火爆场面。作为国内规模
最大的国际性蔬菜产业品牌展会和商务部正式批准
的年度例会，菜博会对寿光的贡献不仅仅是搭建起
了经济技术、科技文化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桥梁，还
为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推动蔬菜产业和农村经
济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搭建了重要平
台。更重要的是，菜博会成为一张寿光名片，让寿
光走向世界，也让世界开始关注寿光。

随着菜博会规模的日益扩大，寿光农业发展整
体“上档升级”：一批世界知名农业跨国公司先后
落户寿光；不断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寿光种
子”，实现了国产蔬菜育种的新突破；一大批涉农
企业纷纷崛起，形成了“公司+基地带农户”的现
代农业生产模式。

菜博会吸引了大批人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
流。通过这个平台，寿光成功地推介了自己，推动了
全市一、二、三产业的融合，搭建起走向世界的平台。

以菜博会为依托，寿光先后打造了以蔬菜高科
技示范园，弥河生态农业观光园、三元朱村为主体
的农业观光游和以林海生态博览园、洰淀湖风景
区、小清河生态旅游度假区为主体的生态休闲游线
路，打响了“蔬菜之乡、生态寿光”的旅游品牌。

当寿光蔬菜随着滚滚车轮销往全国各地，寿光
蔬菜品牌、种植理念也一并“销售”到了外地。王
乐义当初的17个冬暖式蔬菜大棚演变成一场遍及全
国的白色革命，大江南北从此变得春色满园，从而
也使寿光蔬菜享誉海内外。无土栽培技术生产出的
AA级蔬菜出口俄罗斯、韩国；韭菜品种“独根
红”作为寿光自主创新培育出来的品种，味道特别
鲜美，备受欢迎；七彩椒在春节前上市，最好的上
市时间赢得了最好的收益；气体施肥、一季茄子多
年生长等一个个“寿光创造”又不断涌现出来，并
快速传播，助推了蔬菜的大面积、高效益生产。

寿光在蔬菜产业的发展上，利用菜博会的平台
借助外力，加快与国际前沿农业接轨，大量吸收引
进国外一流的种养技术和设备，打造寿光现代农业
的科技制高点。近年来，寿光先后引进节水设备
300多台套、栽培设备100多台套、先进生产技术
200多项。世界先进的蔬菜培育、种植、园艺等前
沿技术在这里越来越集中。瑞士先正达、以色列海
泽拉、荷兰瑞克斯旺等10多个世界知名种子公司纷
纷入驻，在寿光建立各自的研发基地，并以此为窗
口辐射全国。他们带来的400多项新技术、1000多
个新品种先后在寿光落地生根，使得寿光成为农业
高新技术角逐的舞台。

现在，寿光已与美国、荷兰、以色列、俄罗斯等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建起了36个
高效外向型农业示范区，上百种经过深加工的优质
农副产品，从这里直接销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蔬菜领域，寿光一直遵循着时代跳动的节
拍，展示着现代农业迷人的风采。追寻寿光、发现
寿光，就找到了探寻中国现代农业发展轨迹的捷
径。而这一切，又都通过每年一届的菜博会完美展
示在世人面前。(□单辰 整理)

菜博会，

让寿光走向世界

□记者 单辰 戴玉亮 报道
本报寿光讯 “首届设施蔬菜品种展征集了设

施蔬菜种类10个，蔬菜品种3146个，由国家及省级
蔬菜研究所、国内外种业企业等300多个单位提供
品种。”寿光市农业局局长杨维田说，“其中寿光
蔬菜种业集团自主研发的46个新品种中，有23个将
在本届展会上集中展示。”

首届设施蔬菜品种展由中国农产品市场协会、
中国园艺协会和寿光市政府主办，蔬菜产业集团承
办，将于菜博会期间在寿光市蔬菜高科技示范园内
举办。

“去年菜博会展出了部分国产设施蔬菜品种，
体现了国内育种的高水平。”杨维田说，在积累了
去年经验的基础上，首届设施蔬菜品种展共安排了
23个温室进行种植展示，12个温室进行示范推广，
面积达150亩。

展会征集了西葫芦、无刺黄瓜、甜椒、茄子、
粉果番茄等设施蔬菜种类，通过与国外蔬菜种子进
行现场对比，直观展现国产良种的水平。本次展会
中表现优良的品种，将由寿光蔬菜种业集团优先推
广。

“设施蔬菜品种展，通过搭建科研单位展示平
台、经营单位推广平台、农民朋友选择平台，在三
者之间架一座桥，解决国产蔬菜良种推广‘最后一
公里’的问题。”菜博会组委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
隋申利说，展会同时还将国内外知名种子公司的新
品种集中展示，筛选世界最优秀的蔬菜种质资源和
推广品种，使推广平台国际化，全力打造“国际蔬
菜种业硅谷”。

“展会目的，就是进一步把寿光建成全国乃至
世界最大的蔬菜新品种展示推广中心，确立寿光种
业的优势地位。”杨维田说。

首届设施蔬菜品种展

将亮相菜博会

□记者 单辰 通讯员 王兵 报道
本报寿光讯 3月20日上午，在第15届中国(寿

光)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室外展位竞拍会现场，攒
动的人群中有不少来自全国各地“淘金者”。“每
年的菜博会我都来，这次是带着家乡的名吃过来，
让参观者也尝尝地道的湖南美食。”一名湖南籍竞
拍者告诉记者。

此次竞拍，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320多个商家
现场参与，竞拍摊位包括室外摊位158个，室内5号
厅西头9个，4号厅西区北边10个，1号馆广场外围
人行道8个。此外，还有娱乐区一处，1号馆西出口
北楼梯下特型展位一处。

菜博会室外摊位

竞拍火爆

特色兰花景观、农业

高新科技、地道美食———

目不暇接，
4号厅汇集台湾精品

蔬菜和粮食搭成“美丽中国”、“菜乡三圣”等景观

8号厅奉献文化盛宴

工作人员在对 8号厅
“群龙戏海”景观进行种子
粘贴。

菜博会5号蔬菜园艺厅中的福禄园。

菜博会10号厅里的蔬菜新品种“白玉堂”
番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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