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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5月1日，寿光菜博会1号厅，一台老式织
布机吸引了众多游客。

“没想到还有人保存着，我以为早就没有
了呢。”62岁的淄博游客冯红梅说，以前农村
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织布机，织布也是每位妇女
的“必修课”。

“展示这个老物件，既想让大家记住乡
愁，也想推广一下手工老粗布。”寿光双王城
生态经济园区工作人员孙明说，从4月20日起
已经展出10天了，织布机赚足了眼球，老粗布
却一点也没卖出去。

如何让乡愁既有看头又有赚头，是一个值
得探讨的问题。

老粗布质量好，卖难

双王城寇家坞四村王红艳家有一台老式织
布机，这是她两年前花了200元钱从李家坞村
买的。

“本来没想买，看到老粗布冬暖夏凉，想
织些布给孩子留着结婚用。”王红艳说，“以
前的许多织布机都当柴禾烧了，现在稀罕了。
即便不织布，也可以像古董一样存着。”

王红艳最初不会织布，但小时候见老人摆
弄过，她半天功夫就学会了。因为经常有人慕
名前来，王红艳发现了粗布中的商机。“冬天
闲着没事，想打工因为家里有小孩也出不去，
可以织布挣点零用钱。”见缝插针，王红艳一
年织布也能挣个4000多元。

“机器织得松，不如手工紧致。”王红艳
将机器织布和老粗布做过比较，同样大小的床
单，手工织的需要半公斤的线，而机器织的只
有0 . 3公斤重。然而好东西销路却不太好，一
条2米宽2 . 3米长的老粗布床单，只卖150元，
还只是一些结婚的，或熟人才来买。

目前，寇家坞四村有十多台老式织布机。
孙明正帮着设计包装，起名字，打品牌。“即
便有大订单，村里也很难供应，因为就算不停
手，一个人每天也只能织不到10米布。”王红
艳说。

乡愁馆，保存乡村记忆

双王城正在洰淀湖动工建设乡愁馆，预计
年底完工。

2011年12月，寿光突破行政区划界限，拿
出约占整个寿光总面积1/10的土地，设立了双

王城生态经济园区，建设高端生态区和精品旅
游区。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要保存
对农村过去生活的记忆。”乡愁馆艺术总顾问
孙德华说，让人们认识过去，感悟今天的幸
福。乡愁馆中，可以看到用高粱秸秆编织的以
泥糊缝的粮食囤，可以看到二月二在庭院里用
草灰画的粮仓，还有北方的火炕、风箱、灰耙
子，生产队时期号召集合时挂在老枣树上的
钟。

“给人们留下点想头，让回忆有个落脚
处。”乡愁馆设计人员桂华冰介绍，乡愁馆也
让寿光的老艺人、老木匠、铁匠等，找到一个
平台。

乡愁馆既有寿光民居，也有民俗、商业街
等。为了让建筑真正往原始的方向靠拢，工作
人员向民间老艺人征求意见，找当地老人监
督。房屋结构上，每块砖怎么摆、有没有雕
花、雀眼什么形状，都细细研究。院落布局
上，正房、偏房、伙房、门楼、迎门、排水沟
都有讲究。

“把寿光原有的东西展现给游客的同时，
将周边经济、红色教育融入其中。既能让游客
有所感悟，也能让老手艺人致富，把这些东西
更好地传承下去。”桂华冰说。

马保三故居，意在红色教育

与织布机、乡愁馆的思路不同，马保三故
居不求经济效益，意在红色教育。

双王城牛头镇村，青黑色的砖筑就的马保
三故居格外显眼。这是牛头镇抗日起义指挥部
旧址，已有80多年历史。7间北屋里，既有火
炕、风箱、煤油灯，也有马保三抗日成长奋斗
历程。南屋、东西厢房分为枪械库、展览室
等，完全再现当年风貌。

牛头镇村有着悠久的历史，传说汉武帝曾
躬耕于洰淀湖畔。在轰轰烈烈的8年抗战中，
牛头镇村的共产党员马保三率众在此起义，创
建了第八支队，举起抗日大旗。

马保三的孙子马家训，在这个院落生活了
60多年。“格局一点没变。窗户、窗棂、黑
砖，都是原来的，只是用玻璃替换了窗户纸。
砖花、苇编的屋顶，都是原汁原味。”马家训
说，不为别的，来参观的人多了，就是最大的
收获。

如今，马保三故居与洰淀湖红色文化旅游
项目、陈少敏故居、张玉山故居等互为呼应，
成为寿光红色旅游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 本 报 记 者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刘瑞全

智慧城市啥样？在寿光第二届文博会上，智慧
城市展示将给游客最直观的体验。

“智慧生活馆以新技术、新方案等智慧应用为
导向，以供需对接为手段，紧贴行业和市民应用需
求，展示、汇集智慧城市建设的新理念、新模式、
新经验。”寿光广播影视集团崔艳秋说。

蔬菜是寿光的名片，蔬菜安全关系到寿光的形
象。在智慧城市发展中，蔬菜及其他食品的生产、
流通、食用的各个环节引人关注。

寿光正在重点建设食品安全监管追溯平台及食
品安全追溯全信息链监管平台，实现食品生产环
节、种植养殖环节、流通环节、餐饮环节和无害化
处理等五大环节的食品信息追溯和监管。从而达到
每一个环节都可以追溯，每一个责任人都可以追
溯。

行政效率如何再提速？寿光行政服务中心平台
整合全市政务服务平台，建设“一站式服务、一窗
式受理、一次性告知、一网式办理、一单式收费、
数据一次性录入”的高效、透明的行政审批平台。
同时形成政务服务数据库，为政府决策提供支撑。

由于过去各政府部门的信息缺乏有效对接，群
众办事只能“走一步问一步”，耗时长，效率低。
而且各部门的文档格式不一样，办理时限、程序也
不一样，材料繁多，一个个部门跑下来，很麻烦。

网上行政审批针对的正是这些“顽疾”。“一
目了然。相关政策、办事程序、办事指南全部公
开。如果不知道怎么填写，有规范的样表，一看就
知道。”寿光市行政服务中心主任白晓东介绍，通
过预受理之后，再拿原件过来办理，省了多次跑
腿。

以上这些应用，游客都能在寿光广播影视集团
的用户终端中体验到。

本次文博会，寿光广播影视集团全面展示集团
各项业务，让游客在文博会不仅能了解到传统的广
播电视摄、录、编、播等传统内容，并结合当前智
慧城市的建设，将各种便民应用集成到展示内容
里，体验智慧寿光所带来的便利。

目前，寿光广播影视集团在智慧城市方面的应
用体现在网络电视平台和新闻、娱乐、电影、电视
剧，丰富的节目内容，让用户一机在手，世界全
有。

据山东广电网络有限公司寿光分公司信息中心
主任张丽丽介绍，在智慧生活馆还展示高清畅想
馆、有线点点看、电视回看、3D及游戏展示、智
能监控等内容。

高清畅想馆将会有更多的高清频道；有线点点
看，可以享受“私人定制”节目。如果觉得请家教
麻烦，在电视上可以实现幼教学、诗歌、童谣教学
等，在家打开电视，跟名师面对面学习。

电视回看分为实时回看和时移回看。播放效果
与正常数字电视一样，并且还可以暂停与快进，可
以根据个人需求随心所欲地控制播放进度。

智能监控上，面向中小商铺、连锁企业、现代
家庭和小范围监控需要的用户，推出新型多功能报
警网络摄像机，集高清视频、人体感应、双向对
讲、日夜守护、无线遥控、紧急呼救等功能于一
体，并可以集成无线门磁、声光报警器、烟感探测
器、煤气泄漏探测器等安全防范设备组成一套完整
的、高效的安防服务系统。

不放心老人单独在家，安装智能监控后，打开
手机，就随时可以看到老人日常活动的画面。这样
的应用和居民的生活息息相关，便捷又实用。

在寿光第二届文博会上，

游客可以看到蔬菜食品

全程追溯、智能监控等展示

智慧城市
触手可及

□ 本 报 记 者 单辰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王朋

“菜博会一日游这条线路是旅行社推荐
的。开始我还担心没啥看头，没想到蔬菜能
做得这么精致、壮观，真是来对了。”5月1
日，第一次参观菜博会的济南游客张淑芳
说，在8号展厅的“美丽中国”景观前，老
公和孩子拉着她拍了十几张照片。

“五一”假期，菜博会迎来客流高峰，
各展厅游人如织。

“孩子都跟着我看过六届菜博会了，每
年都有新惊喜。赏心悦目的果蔬一年比一年
多，观景、采摘、学习，我们玩得很高
兴。”东营游客王志敏说。

据菜博会组委会办公室展览部部长赵利
华介绍，5月1日、2日、3日三天菜博会分别
接待游客22 . 3万人次、27 . 2万人次、21 . 5万
人次，总计71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多接待游
客2 . 8万人次，创历史新高。

15个年头，一步一台阶

2000年4月20日，首届菜博会初试锋
芒。新会新办，其火爆程度出乎所有人的预
料。原定4天的会期，因为参观人数众多，
延长至11天。

“首届菜博会的成功告诉我们：农业不
是弱势产业，只要把市场、科技、农民有机
结合起来，前程就一片光明。”菜博会组委
会顾问张嘉庆说。

作为中国农业的先行者，寿光凭借首届
菜博会，把自己推向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
前沿。

2001年，菜博会移师寿光蔬菜高科技示
范园。这一届，菜博会的名字里多了“国
际”两个字。通过一个主展区和10个分展
区，多角度、立体化展示了寿光蔬菜的发展
水平。

2002年，菜博会的名字中又多了“科
技”两个字。作为中国加入WTO后的首个
农业专业盛会，国际展区也首次亮相。寿光
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来自国内外的参展商
和游客。

2003年和2004年，“菜景结合”和“节
会结合”成菜博会亮点。

2006年至2008年，是寿光农业观光旅游
的迅速发展年。通过设立台湾农产品展区，

使台湾农产品进入大陆北方找到了“登陆
点”。而寿光市蔬菜育种基地的揭牌，标志
着寿光开始为蔬菜良种装备“中国芯片”，
打破国外垄断。

2009年，寿光蔬菜高科技示范园荣获国
家4A级旅游景区。2010年，国内首家蔬菜博
物馆落户寿光并建成启用。2011年，智能化
蔬菜机器人亮相。2012年，600名海内外记
者聚焦寿光。2013年，会展期延长至40天，
规模更大、布局更合理。

2014年，以“绿色、科技、未来”为主
题的菜博会，意气风发地走到第15个年头，
共展出国内外蔬菜2000多种，呈现“新、
特、奇、优”等特色。

从普通展会到“城市盛典”

“距今1500多年前的北魏时期，著名农
学家贾思勰写就世界上最早最完整的农学巨
著《齐民要术》，这是寿光蔬菜种植技术的
鼻祖之作。”张嘉庆说，上世纪80年代末，
三元朱村党支部书记王乐义大力推广冬暖式
大棚技术，掀起了一场“白色革命”。

全新的设施蔬菜种植技术，提高了寿光
蔬菜的质量和产量。寿光成为中国的“蔬菜

之乡”。
上世纪90年代末，面对中国入世的机遇

和挑战，在保证蔬菜产量的同时，国家对蔬
菜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决定在全国建立第
一批21个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试点)。寿光顺
应发展，建立了蔬菜高科技示范园，并于
2001年9月通过国家验收。

“菜博会走过的15年，自始至终得到了
全国各地广大农民的积极响应。”菜博会组
委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隋申利说，“农民是
展会的主角，让菜博会充满人气和活力。”

据介绍，前14届菜博会共接待客商和观
众2000多万人次，参展客商来自30多个国家
和地区以及国内30多个省市区。其中，专业
客商和农民占参会人员的80%以上。

“菜博会提供了一个庞大的交流平台，
把世界一流的品种和技术送到农民手中。”
张嘉庆说。

“能博得游客芳心，菜博会靠的是不断
创新求变，使其由一场农业、科技、交流的
盛会，成为具备观光休闲、文化传承、生态
科普、互动体验等多项功能的旅游盛会。”
隋申利说。

作为国家5A级专业展会和4A级旅游景
区，菜博会发展的农业观光游已成为寿光特

色旅游的最大亮点，也激活了曾默默无闻的
寿光旅游。

寿光农业观光旅游线形成了以菜博会为
龙头，连带接通三元朱村、林海生态博览
园、弥河生态观光园为主要景点的“二日
游”特色旅游黄金线。环绕菜博会、三元朱
村的“寿光农业观光一日游”线路，在全省
乃至全国都有响当当的名头。

“科技好推，产品好卖，技术好学，文
化好看，旅游好玩。”张嘉庆说，菜博会已
成为寿光的一张“金色名片”。

汇集人流、资金流，

助经济增速
菜博会吸引了大批人流、物流、信息流

和资金流。通过菜博会，寿光推介了自己，
推动了全市一、二、三产业的融合，搭建起
走向世界的平台。

朱光文是孙家集街道人，被誉为“草根
讲师”。从看客到讲师，他从菜博会上嗅到
了商机。

“前几年我推广过可以喝的有机农药，
近几年我推广全新的种植模式，现在转型为
农技培训师，也办起了自己的培训学校。”
朱光文说，通过菜博会，边看边思考。了解
到外地菜农对技术的需求后，他开始转型，
接待全国各地菜农，传递自己的种植经验。

在菜博会1号厅，郑州书商王进宝的农
业科技图书摊位火爆异常。

“这届菜博会，我带了4吨的农业图书
过来。按照往年菜博会上的销售情况，预计
能卖出70%左右，销售额在10万元上下。”
王进宝说。

“15年来，菜博会的参与者开阔了眼
界、嗅到了商机、传播了技术、鼓起了腰
包。”张嘉庆说，“菜博会成就了他们，他
们也为菜博会增添了光彩。”

4月21日，第15届菜博会重点项目集中
签约仪式举行。共签约重点项目31个，总投
资额156 . 2亿元，引资额93 . 4亿元。

2000年以来，菜博会累计完成招商引资
签约额1816亿元，实现各类贸易额1599亿
元。扩大寿光劳动就业20万人，转移农村富
余劳动力10多万人，带动经济快速增长。目
前，寿光蔬菜种植面积达80多万亩，年产优
质蔬菜580万吨，成为“全国最大的菜篮
子”和“蔬菜生产联合国”。

15届菜博会，铸就寿光“金色名片”

老式织布机织出的粗布质量好，但销售不理想

乡愁馆既想保留过去的记忆，也想吸引游客

如何既留住乡愁又有赚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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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4月19日上午，寿光举行新能源公交车投放运
营仪式。

110辆个体公交车退市，寿光城市公交个体经
营的17年历史宣告结束。新投放的公交车均为
“K”开头的空调车，暂执行票价2元，原有的老
公交车票价1元。

公交改革前，寿光城市公交车票价高、拒载老
年人、车内脏乱、服务态度恶劣等问题普遍存在。

寿光公交公营
终结个体经营历史

23 综合

寿光鸡是中国优良地方品种鸡，历史悠久，最
早记载于公元前480年战国时期的《周礼》一书，
清代《寿光县志》中更是做了详细记载。

2009年，寿光鸡被列为国家农业部保护名录，
2011年获批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寿光鸡原产于寿光市稻田镇一带，以南慈、北
慈、大伦村饲养的鸡最好，所以寿光鸡又称慈伦
鸡。

寿光鸡：飞入
乡村的“黑凤凰”

菜博会上，老式织布机吸引了众多游客。

五一期间，菜博会上游人如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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