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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为了解决大气、噪音污染和经营占道问题，
彻底取缔露天烧烤，寿光规划建设了正阳路烧烤
城。占地35亩的烧烤城，52户现已全部招商完毕，
已投入运营。

露天烧烤进店 夜市清堵降噪

23 综合

菜乡寿光，不仅有优质蔬菜，还有特色海鲜
及地方名吃。

寿光有浮桥萝卜、寿光文蛤等十几个国家地
理标志产品，有王高虎头鸡等四个“寿光标志性
地方名吃”，有羊口老咸菜、御达祥黑猪肉、刘
大叔扒谷等老字号品牌，以及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多个果菜优良品种等……

浮桥萝卜：寿光“绿翡翠”

24 视点

在这里，蔬菜是文化，种菜是艺术。勤劳质朴
的寿光人民在长期的农业生产过程中，孕育并发展
了丰富的绿色生态文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农业观
光景观。第十五届菜博会在突出办好展览展示的基
础上，把提升蔬菜文化品位、挖掘蔬菜文化内涵摆
在首要位置，亮点纷呈。

绿之魅

□ 本 报 记 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袁京勇

“我正在准备公务员考试，也在找工作。”3
月15日，山东工商学院物流管理专业大四学生赵福
荣对记者说，“没有李叔叔的多年帮助，我完不成
学业。”

赵福荣口中的“李叔叔”，是寿光市隆泰建安
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林海。自2004年至今，李林海共
拿出150多万元，资助临朐108名贫困学生。到目前
为止，已有50多人先后考上大学。

2004年底，和工人们闲聊时得知临朐山区部分
学生因贫辍学，曾饱尝“没钱求学”艰难的李林海
觉得，“现在自己有能力了，应该去帮助别人”。

李林海第一个去的，就是当时在临朐五井初中
读书的赵福荣家。赵家没有电灯，没有火炉，没有
像样的家具。父亲去世，哥哥和母亲有不同程度的
精神疾病，贫困压得赵福荣一度不想上学了。

赵福荣成为李林海第一批资助的12名学生之
一。之后，李林海作出一个决定：每年资助一批贫
困生，初中每人每年600元，高中每人每年1000
元，大学每人每年3000元，直至完成学业。

“李叔叔解决了我大部分学费问题，还关心我
的学习与生活，给了我自信。放假时，他还带我们
去旅游。”赵福荣说。

“让孩子们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每
年暑假，李林海出钱，组织学生到外地旅游一次，
先后去过济南、青岛、烟台、北京、泰安、曲阜等
地。

“小时候希望有一天去北京，现在实现了。”
去年8月在北京旅游中，孙小芳收获良多，“看到
那么多的外国朋友，想与他们交谈，可又不知道如
何表达。我一定好好学英语。”

李林海认为，捐助不是拿上钱就完事了。发现
贫困生大多不自信，他时常鼓励。每年春节邀请他
们来家里玩，教给孩子们餐饮礼仪，以及一些待人
接物的道理。

资助贫困生本人的同时，李林海也积极帮助贫
困生的家庭。在他的联系下，王国良的父母到寿光
务工，一年收入五六万元。2010年6月，王国良以
649分的优异成绩被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录取，今年
已经被保送本校硕博连读。

得知赵杰的父亲有养猪经验，李林海出资6万
元帮其盖起了猪圈。

“一开始我以为他是心血来潮，没想到他坚持
下来了。”李林海的“发小”任清祥说。2009年1
月，任清祥也开始捐助临朐2名贫困大学生。

2007年，李林海成立了林海爱心基金。他的好
友许兰伟、田家勇、闫兴群、李广恩、任清祥、单
绍堂等主动加入，共同资助贫困生。

2008年，李林海的二哥李林吉一次捐出10万
元，在临朐沂山镇建立了林吉爱心小学。

李林海表示：“资助贫困生这件事，我要持续
做下去，直到做不动为止。我做不动了，还有爱心
团队。”

“如果有机会，我也像李叔叔一样去帮助更多
的人。”赵福荣说。

“和他没啥关系的孩子，他都去帮助，还能欠
咱的钱？”做钢材生意的青州人郑光爱给李林海供
货，好多次都是先发货再付款。供应砂石料的赵风
芹和李林海打交道多年，“把料给他很放心。”

“这是对我人格的肯定。做好人，不吃亏。”
李林海说。

13岁的儿子李志远对李林海说：“爸爸，以后
你老了，帮助贫困生的事我去做。”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在寿光市新世纪种苗有限公司位于黄海
路的8号育苗温室大棚内，株株生长在穴盘上
的彩椒苗，均是8厘米高，茎干一样粗细，3
片黑绿色的叶子，如同“一个模子刻出来
的”。

“按照标准培育出来的种苗，长势都是
这样匀称。”该公司技术经理桑祥英说，这
个标准是茄果类蔬菜穴盘育苗技术规程，由
农业部于2013年5月20日发布，同年8月1日实
施。新世纪种苗作为蔬菜种苗行业代表，与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全国农业
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共同起草制定了该标

准。
新世纪种苗成立于2001年，是国内工厂

化育苗起步最早的企业，是寿光第二家涉足
基质育苗的专业公司。如今，该公司逐渐成
长为选、育、推一体化的专业化种苗企业。

“我公司作为蔬菜育苗行业唯一的企业
参与国家标准的制定，意味着自主创新能力
得到权威机构的认可。作为行业领军者，显
示了我们引领我国育苗产业转型升级的实
力。”桑祥英称。

其实，早在2004年，新世纪种苗就开始
按照自己的标准来培育种苗。

“一开始种出的苗子高矮粗细不一样，
有时苗子叶片发黄，给客户去送时，自己心

里都发虚。”桑祥英说，客户如果不要，拉
回来就全报废了，对公司、老百姓都是损
失。

“质量参差不齐，苗子有的2片叶，有的
8片叶。”“苗子根系太细，叶片薄，茎干发
白。”“彩椒和番茄栽上后还有5至7天的缓
苗期，要是没有缓苗期就好了。”这是客户
们集中反馈的问题。

菜农要的是健壮匀称的苗子。在摸索
中，新世纪种苗发现，番茄、彩椒苗出售时
如果达到“四叶一心”的话，各项性能呈最
佳状态。“根系粗壮，还没有缓苗期。”桑
祥英解释，这时穴盘里的根系正好把基质圆
满地包围，是扎根土壤的最佳时机。生长时
间再长点，根系则盘卷，不利于扎根。

茄果类蔬菜穴盘育苗“国标”规定了茄
果类蔬菜穴盘育苗的一般要求，操作管理技
术措施，成苗质量与检验规则，以及商品苗
包装与运输。连基质材料、施肥数量和种
类、温度、湿度等，也都有明确的标准。

“温、湿度很关键，冬天温度低，湿度
大了，病虫害就多。夏天温度高，湿度大，
容易得细菌性疾病， 3天就能把大棚传染
遍。”新世纪种苗技术员李晓玲说。

4月2日，记者在新世纪种苗园区终端显
示器上看到育苗温室当前各项参数的数据：
空气温度25 . 4℃，空气湿度57 . 6%，土壤水分
61 . 5%，土壤温度20 . 9℃，还有光照强度、二
氧化碳浓度等。

细化的数据为种苗提供了适宜的生长环
境。“以前曾有客户定好苗子，到了交货日
期，不是苗子没长大，就是长得太大。现在
完全可以在客户期待的时间里供苗。”李晓
玲介绍。

如今，新世纪的种苗已经卖到南至福
建、北到内蒙古的广大区域，外地订单占总
订单的40%。目前该公司的苗子价格虽高，但
还是供不应求。

“光我们自己满足不了农民的需求。”
桑祥英说，有了“国标”，其他育苗场也能
生产出优质苗。

□ 本 报 记 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王朋

通过多年的蔬菜种植、经营，寿光逐渐形
成蔬菜全产业链。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持
续发力研发种子，力争打破国外垄断，设施蔬
菜日新月异，病虫害防治走在全国前列，蔬菜
产业全面转型升级的同时，新的“寿光标准”
正在形成。

种子研发谋求“弯道超越”

“我们村种的五彩椒全是洋种子，一棵苗
子1 . 3元，一个大棚光购苗费就得1万多元。”
洛城街道东斟灌村是有名的彩椒专业村，村民
李保先种彩椒多年，深切感受到洋种子垄断带
来的高昂成本。

虽然是著名菜乡，但目前洋种子在寿光市
场的占有率达60%，高端市场甚至达80%，一
年6亿多元的种子销售额中，大部分利润被国
外公司拿走。

必须有自己的种子，种苗成本才能降下
来。“通过体制和机制创新，充分激发育种科
学家和育种企业的积极性，实现对国外育种企
业的‘弯道超越’。”寿光市农业局局长杨维
田说。

据杨维田介绍，寿光育种研发分三步走：
第一步把育种研发企业引进来；第二步，培养
科研人才，形成研发队伍；第三步，实现种子
资源创新。目前，寿光已启动实施省级农业高
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建设国家蔬菜种业创新创
业基地，2020年建成投用。

今年，寿光将出台蔬菜种业发展意见，完
善扶持种业发展的政策措施，集中推进天津德
瑞特、江苏绿港等9家种业研发中心项目，扶
持蔬菜产业集团等种业企业开展优势品种研
发，力争年内培育蔬菜新品种10个。

与此同时，寿光把蔬菜种业人才项目列为
“双百计划”扶持重点，年内引进高层次蔬菜
育种人才40人以上，打造蔬菜育种专家团队。

“目前，我集团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蔬菜
品种已达23个。这些蔬菜种子的主要技术指标
达到或超过国外同类品种的水平，但价格比同
类进口种子便宜三分之一。”寿光蔬菜产业集
团研发中心高级农艺师国家进说，其中中寿12
号辣椒、中寿11-3番茄，每年在寿光推广面积
超过1万亩。

“以前寿光无刺黄瓜都是国外品种，现在
寿光自研品种已经从30%以下到占据70%的市
场。”杨维田说。

蔬菜有病网上看

3月30日上午，河南永城菜农付可智多方
咨询，找到张砚祥的电话：“10个大棚的豆
角，已经长了30多厘米高，得了红斑病，有啥
好办法吗？”

询问了豆角的长势、生长时间，又通过视

频仔细查看了叶片，最后张砚祥开出了方子。
张砚祥是寿光蔬菜病虫害防治协会会长，

向他求助的菜农遍及全国。他以视频医院方式
诊治疑难杂症，受到菜农欢迎。

3月31日，在聊城莘县蔬菜视频医院诊
室，张砚祥注视着显微镜，载物台上放着一枚
带病斑的黄瓜叶子。“这是细菌性角斑病，疑
似霜霉病，不常见。”20秒后，张砚祥给出了
答案。莘县菜农张晓明放心了，“对症下药就
行了”。

“我们建立了病虫害数据库，病虫害照片
一摞一摞的，张会长对最新的病毒都有了
解。”寿光蔬菜病虫害防治协会客服人员韩莹
莹说，截至目前，协会举办了1000多场次免费
培训，培养农业技术人员5000多名。

寿光亿嘉农资病虫害防治研究中心的刘中
华说：“通过视频系统，我们能做到早预防、
早发现、早治疗、早隔离等措施。我们的专家

能从作物的部分枝叶上，通过先进的设备检测
到寄生在作物上的致病菌或害虫，从而提供科
学有效的预防措施。”

如今，寿光已形成多家功能完善的“网络
蔬菜医院”，为全国菜农提供技术保障。

设施蔬菜走在全国前列

寿光蔬菜产业集团生产基地荷兰模式种植
大厅，这个7000多平方米的温室内，排列着大
大小小的管道、排风机、培养槽，还有450多
个补光灯，地面安装着二氧化碳供给设备。工
作人员张晓娜说，这些设备，让作物即使是连
阴天也能正常生长。

该集团生产基地还有双面菜菌一体化高效
温室，俗称阴阳棚，一面种菜，一面种菌。

“节约土地资源，提高效益。”寿光蔬菜
产业集团温室工程有限公司经理王友福说，传

统的蔬菜大棚之间有7米的间隔，这个间隔是
为了保障每个蔬菜大棚的光照不受影响，而食
用菌喜欢阴凉的环境，所以在每个蔬菜大棚的
阴面又加建了宽度大约4米宽的食用菌棚。

这是寿光对现代农业的新探索。“寿光要
做全国设施农业的推广、展示中心，以及行业
服务和技术整合中心。”杨维田称。

据了解，第十五届菜博会期间，首届设施
蔬菜品种展将在寿光举办。该展会征集了设施
蔬菜种类10个，蔬菜品种3146个，如西葫芦、
无刺黄瓜、甜椒、茄子、粉果番茄等。

设施农业管理是个精细活儿。在紧张筹备
中的菜博会主会场，记者看到，在高新技术
下，一个南瓜可达200公斤，红薯可以在空中
生长，一株西红柿树能累计结果1 . 5万个，总
重达3000公斤。

自主研发品种越来越多，“蔬菜医院”兴起，设施蔬菜日新月异———

寿光菜如何确立新标准？

新世纪种苗有限公司参与国家标准制定———

每株种苗如“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李林海：10年资助

108名贫困生

□记者 单辰 报道
本报寿光讯 日前，寿光市农安办在对文

家街道辖区内韭菜种植户进行逐村逐户检查中
发现，刘家村张希玉即将上市的韭菜中检测出
农药残留超标。随后，有关部门组成联合调查
组，于3月4日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调查。目
前，寿光方面已将这些韭菜依法就地销毁。

“下一步，我们将加大对违禁农药危害、
农药间隔期、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等问题的普
及宣传力度，引导从业者经营、使用合格的农
业投入品。”寿光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农安
办主任孙继业说。

“2014年，农安办加强了对农产品安检、
农资市场整治和农业投入品备案等执法和管理
的力度、频度。”寿光农安办副主任权霆说，
截至目前，在寿光市农产品检测中心和各镇
(街、区)检测室对蔬菜样品的检验中，合格率
均在99 . 5%以上。

据了解，寿光对全市210家肥料生产经营
单位进行了登记备案。“目前，已对审查合格
的4700多个农药、2200多个肥料登记备案。”
权霆说，“对抽检不合格的农资产品，追根溯
源，一查到底。”

寿光还专门设立了举报奖。每举报一起制
造、销售或使用剧毒、高毒农药等国家禁用农
业投入品，一经查证属实，奖励举报人5000至
30000元不等。

“今年，将以蔬菜产业为试点，建立蔬菜质
量安全追溯体系。”孙继业说，“应用移动互联网
和二维码等技术，将蔬菜生产、流通、加工等环
节信息互联互通，实现蔬菜产品信息可追溯。”

“所有蔬菜种植户、家庭农场发放蔬菜生
产信息IC卡，准确记载种植户姓名、大棚个
数、种植品种、年产量、地理位置等信息。”
孙继业说，“种植户卖菜必须刷卡。IC卡具有
防伪造、防盗用、防篡改等功能。”

据寿光农业局副局长康晓颖介绍，追溯平
台建立后，将建成“寿光市农资产品交易平
台”网站，全方位为寿光农资消费者、农资
店、代理商和生产企业提供信息服务。

“通过平台，可实现浏览农资常识、优质农
资店推荐、农资产品评价查询等功能。”康晓颖
说，“在手机客户端上，购买农资的农户可进行
评价和讨论，还能远程咨询专家，解决问题。”

农药残留超标

韭菜就地销毁

菜农纷纷向寿光蔬菜病虫害防治协会会长张砚祥(左一)请教。

寿光市新世纪种苗公司技术经理桑祥英正在观察彩椒苗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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