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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今年5月，寿光市民李红杰的母亲去世了。按
照以前的习俗，儿女们得披麻戴孝、下跪、哭
丧，得折腾好几天。如今实行丧葬新风俗，他们
全家一商量，直接拉母亲的遗体去了殡仪馆，一
天就忙完了。

丧事简办喜事新办渐成风气

23 综合

羊口咸蟹子蟹膏肥满，膏似凝脂，色红艳
丽，肌肉紧密，洁白肥满，口感滑润、咸香、鲜
美，风味独特。

羊口咸蟹子：咸，还是不咸？

24 视点

“双王城是寿光的一方净土。”寿光双王城
生态经济区党工委书记燕黎明称，双王城生态开
发是寿光在发展生态旅游的大路上迈出的第一
步，这一步不在快，而在于“走心”。

3年时间森林覆盖率提高到40%以上

盐碱地火了生态游

□ 本 报 记 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韩明云

“蔬菜种植发展到今天，单纯地抓农产品安全
已经遇到瓶颈。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一家
一户分散生产，很难形成统一标准。”寿光市农业
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信俊仁说，用合作社把农民组
织起来，合作社成员就有了农资、销售、技术等统
一标准。这是一个很好的路子。

寿光在《创建国家农业综合标准化示范市工作
实施方案》中提到，规范合作社建设，推广洛城街
道东斟灌村、文家街道桑家村等合作社创社经验。

1993年后，寿光成为全国闻名的蔬菜大棚示范
区，东斟灌村建大棚种植黄瓜，群众尝到甜头。几
年后，收益却开始下滑。“种大棚就是为了赚钱，
可黄瓜这些‘大路菜’种多了，利润就薄了，必须
考虑种植转型，决不能让村民在黄瓜架上‘吊
死’。”该村党支部书记李新生说。

当年李新生去潍坊潍禾农场时，第一次见到了
以色列五彩椒。他与4名党员干部带头试种五彩椒
成功，几年后在全村普及，形成村庄特色种植业。

产品转型问题解决了，但新矛盾又来了。据东
斟灌村村主任李春祥介绍，有些客户来村里收菜
时，不给现金，甚至每公斤10元的彩椒最后成了5
元。村两委发动村民讨论解决办法，随后注册资金
106万元，成立了寿光市洛城街道斟都果菜专业合
作社。从种子购进、技术培训、蔬菜安全监测到购
销信息发布、钱款收支等，全部由合作社负责，实
行收菜预付款制度，保障了菜农收益。

合作社建立了专门的销售市场，形成“市场+
合作社+基地+农户”的生产模式，实行“合作社
参与中介、客户与种植户买卖分离、购销钱款集体
负责”的办法。目前，该村优质彩椒生产基地达
2700多亩，产品畅销北京、上海等城市，并出口韩
国、俄罗斯、新加坡等国家。合作社去年销售品牌
蔬菜达4500吨，销售总额达2000万元。

李新生称，合作社的成立，利于种植由“小而
全”向“大而专”经营，生产、销售由“跑单帮”
向“集中力量闯市场”转变，利于农民市场地位由
“盲目性被动”转变为“组织化主动”。

“在农户家庭经营制度的基础上发展农民合作
社，是培育市场竞争主体，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之
间矛盾的有效途径，也是把农民组织起来，提高农
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有效方式。”信俊仁称。

如今，东斟灌村有247个彩椒大棚，每个大棚
门上都有一个二维码。李春祥告诉记者：“一照二
维码，就知道是谁种的、哪里的，是否达到了绿色
食品A级标准。”

“彩椒品质得到了市场认可，价格有了保证，
更多的村民开始承包土地进行彩椒种植。”东斟灌
村村民李保先说。

抓好农产品质量安全，要有一整套措施落实到
田间地头。李新生说，只有用严格的标准、严格的
监管、严厉的处罚、严肃的问责，才能确保“餐桌
上的安全”。

东斟灌村蔬菜基地建立以农户为基础、市场为
导向、基地为龙头的运营机制后，到目前为止，已
与5家肥料及生物制药厂的销售与技术支持链接，
有12名生物药剂师到基地一线进行生物制剂使用指
导。合作社配备了检测仪器，由专业检测人员对每
天收购的彩椒进行检测，每天监测样品30多个，高
峰期检测50多个。

李新生表示，通过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管
理，彩椒达到技术规程、技术服务、产品检测、包
装标识、品牌销售“五个统一”。

□ 本 报 记 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王 朋

“现在寿光的蔬菜还处于一家一户生产的
状态，‘玩棚的’凭个人经验种植。怎样种植
更合理，怎样种植更安全，没有形成统一的标
准。创建国家农业综合标准化示范市，将规范
种植行为，让菜农有套标准可遵循，最终提高
农产品质量安全。”寿光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管
理办公室主任孙继业说。

9月底，寿光启动国家农业综合标准化示
范市创建工作。到2016年底，寿光将建立起全
方位覆盖蔬菜产业链各环节的标准综合体。围
绕蔬菜产业的优质高效可持续生产、加工、流
通、旅游和观光，创建国家、省级标准化示范
区达10个以上，新认证绿色农产品100个以
上，建立健全现代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从零散标准到标准综合体

“现在有不少蔬菜园区、公司都有自己的
标准，比较分散、单一，不成规模。寿光蔬菜
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需要把蔬菜的各个标准
纳入一个综合体系。这次创建，我们将形成8
个标准综合体，覆盖寿光全部蔬菜。”寿光市
质监局纪委书记任绍军介绍。

寿光正围绕与蔬菜产业相关的生产、加
工、社会化服务和销售等标准化需求，开展蔬
菜种植产地环境、蔬菜种植投入品使用和管
理、良好规范种植和清洁生产、蔬菜精深加
工、新鲜蔬菜物流配送、蔬菜销售信息化服
务、检测体系建设、农资销售社会化服务、蔬
菜种植休闲、旅游和观光等标准综合体的构
建。任绍军称，这将形成特色鲜明且符合寿光
蔬菜产业发展需要、促使种植、加工、销售、
流通等环节达到规范化和标准化要求的多个标
准综合体。

据了解，寿光将建立农产品质量监管工作
联席会议制度，制定出台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工作实施办法，从源头上保障农产品质量安
全。健全检测监控体系，把农产品检测中心打
造成集产品质量检验检测、科技攻关、产品研
发、标准研究、技术服务、产业技术质量状况
分析、人才培养于一体的综合性公共技术服务
平台，为全市蔬菜企业提供优质服务和技术支
撑。强化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逐
步建立起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质量安全诚信体
系。

目前，寿光正在开展全域化蔬菜质量安全
追溯体系建设试点工作，建设蔬菜质量追溯总
操作平台。把农村蔬菜交易市场、合作社、超
市等蔬菜经销主体纳入质量追溯体系，实现蔬
菜销售、运输流通、加工的各个节点信息互联
互通，保证蔬菜产品信息可查询、流向可跟
踪、责任可追究、产品可召回、质量有保障。

有了标准，品牌才有保障

寿光市田苑果菜生产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
年，如今已是寿光知名的蔬菜企业。公司经理
李霞说：“发展迅速得益于坚持自己的标
准。”田苑果菜采取生产种植、采摘加工、物
流配送、市场销售、安全追溯的一条龙运作模
式，保证了产品质量的安全性。2004年，该公
司被国家质量监督检疫总局确定为蔬菜安全可
追溯试点单位。

在标准化园区建设方面，寿光引导农业龙
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和种植大户建
设适度规模农业园区，构建标准化园区生产体
系。加快羊青路、羊田路、大沂路“生态农业
走廊”建设，推进维多利等40多个新建续建重
点项目，打造科技、生态农业聚集区和标准化
生产示范带动区。针对主栽蔬菜品种制定生产
标准，引导农业园区、企业严格按标准规程生
产，加快建立符合寿光实际的农业综合标准化
体系，为打造以蔬菜种植产业为核心，延伸涵
盖蔬菜深加工、投入品销售、蔬菜物流配送和
观光旅游等领域的复合型产业集群提供标准化

技术支撑。
寿光注重规范合作社建设，推广洛城街道

东斟灌村、文家街道桑家村等合作社创社经
验。在蔬菜生产村，通过村委领办、能人创办
等形式，原则上每村建立一个规范化的蔬菜专
业合作社，对社员统一农资供应、统一技术指
导、统一市场销售、统一追溯监管，提高群众
标准化生产水平。

寿光积极引导农业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
开展“三品一标”认证，参加全国性农业品牌
推介会。加快农业部国家蔬菜市场体系建设，
扩大寿光蔬菜品牌对外影响力。

“有了标准，品牌才有保障。”李霞说。

构筑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如今，在寿光每家农资店购买的每一瓶农
药、每一袋肥料，都可以在网上查到。卖给哪
位农民，店主都有详细的记录。“寿光一直重
视农产品质量安全，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禁用
高毒农药。”寿光市农业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
信俊仁说。

寿光积极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立

健全市、乡、村农业科技推广、蔬菜产品流
通、农业信息服务和农业气象服务等农业社会
化服务体系。

在农技推广方面，面向农民，积极开展以
种植技术指导、病虫害防治、灾害性天气预测
预报、农产品采收等为内容的技术培训。

在农产品流通服务中，积极开展“农超对
接”工程，以连锁加盟为主要经营形式的农资
仓储物流连锁配送中心，实行集中采购、统一
配送经营服务网络，确保农资质量和市场安
全。

建立健全农业信息咨询服务体系网络。建
立农村信息服务中心、乡镇农村信息服务站、
村级信息服务点，为农民群众提供及时、准
确、有效、全面的各类涉农信息，指导农民从
事农业生产。

加强农业农村气象服务体系建设。围绕蔬
菜生产各个环节和农作物生长发育的具体需
求，开展关键农事活动气象预报和农业重大病
虫害气象等级预报，提供农业病虫害气象服
务。加大农业灾害性、关键性天气预报和各种
农用天气预报服务力度，增强农业趋利避害的
能力。

寿光创建国家农业综合标准化示范市，到2016年底建起覆盖蔬菜产业链的标准综合体

“玩棚的”将有“种菜指南”

□ 本 报 记 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马兴业

10月10日下午，记者在寿光百利育苗场播
种车间看到，随着播种机转动，草炭自动撒进
穴盘的空穴里，种子也准确地种在里面，然后
再覆盖上一层珍珠岩，一个具有72个空穴的穴
盘就完成了种植。

“这种自动播种机，9个小时可播种30万
粒，最高的一天两台播种机同时开动，甚至达
到110万粒，效率是人工播种的5倍多。”寿光
百利育苗场负责人刘文智说。

这仅仅是百利育苗场工厂化育苗的一个环
节。在催芽、生长控制方面，该育苗场已有一
套成熟的做法。

工厂化育苗确保成活率

和播种车间相邻的是一间催芽室。排列整
齐的铁架上，放置着穴盘。“用架子有助于苗
芽呼吸。墙壁是按照冷藏方式处理的，室内温
度常年保持在28℃。为保持恒湿，还安装了喷
淋设备。”刘文智说，这里的种苗浇灌的都是
纯净水。他们有一套专门的微电脑纯水机，处
理后的水，可以直接饮用。

在催芽室度过四五天后，种苗被送到温室
大棚，等到长出“四叶一心”就交付给农户。
这时，辣椒苗长到15厘米高，圆椒苗在10厘米
左右，茄子苗在12厘米左右。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寿光刚刚兴起种植大
棚时，育苗沿袭着传统的方式。“品种是国产
的，5元钱买一大包黄瓜种子，撒在地里。用
不了的苗子都扔了。”刘文智介绍，现在一粒
种子就0 . 5元，管理上必须精细。

1990年后，大棚升级，国外品种开始进入
寿光。高昂的种子价格，让农民精心育苗，开
始选用草炭做基质，逐渐使用穴盘育苗。“但
没有经验，水分、肥料的控制都不好，菜农得
不偿失，这就产生了工厂化育苗。”刘文智
说，工厂化育苗相对于农户个人育苗更专业，
出芽率在95%以上。

如今，百利育苗场同一个批次的种苗，交

付给农户时整齐得“和剃的头一样平”。刘文
智说：“我们种的苗子根很壮，根系完全用土
壤包起来，确保成活率100%。”

据了解，百利育苗场一年的育苗能力达
8000万株。“种植、销售业务全是订单化，客
户什么时候种、种多少，我们就会提前育多
少，保质保量保供应。”刘文智说。

有了自己的种子品牌

“到了冬天，大棚里的昼夜温差比较大，
蔬菜苗犹如小孩，体质比较弱，如果不好好看
护，很容易被冻坏。”寿光市旺林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总经理齐炳林说，培育蔬菜苗是一件技
术活，要培育好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温度、
湿度、肥料等都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还要
根据苗子的生长状况错开浇水时间，把这些基
本的条件控制好了，才能长出健壮的苗子。以
前农民自己培育西红柿苗，成活率一般在50%
左右，而齐炳林培育的西红柿苗，成活率能达
到95%以上。

2009年，从西北林业大学研究生毕业后，
齐炳林有考博、出国的机会，也有工作的机
会。但他选择了创业，做起了育苗。

当年9月，齐炳林种上了西红柿、黄瓜等
种苗。“培育第一批苗子承担的风险很大，因
为当时我没有与购买苗子的菜农签订合同，万
一卖不出去，就全赔了。”齐炳林说，菜农们
对他培育的种苗持怀疑态度。

经过软磨硬泡的销售，终于有一些菜农预
订了齐炳林的黄瓜苗。“2009年9月、10月
份，天气连续阴沉，菜农们种上我培育出的苗
子后没有生长，认为苗子本身有问题，纷纷向
我退苗。”齐炳林说，“为了不失信于菜农，
我决定给菜农退钱。当时一棵黄瓜苗的售价是
5角钱，而我以每棵1元钱的价格回收了。那一
年我培育了10万棵黄瓜苗，赔了七八万元。”

虽然遇到了挫折，但齐炳林并没有放弃。
他开始到菜地里寻找客户，与菜农签订合同，
推销自己的种苗，逐渐得到了认可。

现在育苗已经成熟了，常年跟着他干活的
有30多人，齐炳林将目光投向打造种子品牌。

“以前没有自己的品牌，拿什么种子让业务员
推销，都很发愁。”齐炳林去年推出星辰牌西
红柿种子，业务推开得非常快，除了省内，还
销往河北、山西、内蒙古等地。

齐炳林说：“有人认为西红柿越大越憨，
长相不好。我培育的星辰牌西红柿产量高，果
形好，不仅大了、圆了，还周正漂亮。”

农民种菜越来越有心得

“买苗子省时省力，还能抗病高产，专业
的技术人员也能指导种植。”寿光市古城街道
后王村党支部书记王丙江说，村里大棚种植户
都买育苗场的苗。

王丙江现在种着两个60米长占地2亩的樱
桃西红柿大棚，一个种着天禧，一个种着粉
贝。“担心价格不稳定，不敢种一种，这样还有个
回旋余地。”王丙江说。今年春天樱桃西红柿
价格高，他一个60米的大棚，就收入6万元。

从1990年起，王丙江就开始在大棚里种西

红柿。当时种的是“毛粉”。王丙江说：“当
时技术还不过关。秋季种植的都是毛病，晚疫
病特别厉害，一棚都坏了。”

1997年，樱桃西红柿每公斤14元，大西红
柿每公斤才2元。从此，后王村大多数村民种
上了樱桃西红柿。“小西红柿点花、采摘麻烦
些。但在种植上没有什么难题，我们已经有一
套自己的种植技术。”王丙江说。

经过多年的种植，大棚里有了根线虫，叶
子发黄，造成减产。王丙江说，现在主要是防
治。为让土壤肥沃，每年夏季王丙江都会闷棚
半个月。他说那是给土地消毒。施肥上，他多
用有机肥、豆粕、鸡粪，还有20元1公斤的精
致化肥。

寿光市文家街道桑家村，村里的360个蔬
菜大棚统一设计，每一个蔬菜大棚长100米，
宽13米，高6 . 5米，每个大棚都装上了卷帘
机。“大棚改建后，温度提高了，管理方便
了，病虫害也相应减少了，蔬菜的质量、产量
都有很大的提高，更有利于无公害蔬菜的生
产。”村民桑华周说。

有着多年种植经验的寿光菜农和育苗企业，各自摸索出一套相对成熟的技术———

种菜的育苗的，各有各的拿手戏

有了合作社，农资供应、技术指导、

市场销售、监管追溯就都有了组织

落实标准化
寿光打通关键一环

□高斌
王兵 报道

10月10日，在寿光
康跃科技公司涡轮增压
器生产车间，工人正将
刚刚轧模成型的涡轮增
压器打磨包装，等待装
车出口欧美。

近年来，寿光通过
出台优惠政策和措施，
鼓励企业加快科技转
化，加强自主创新，通
过研发新产品抢占国内
外市场，从而推进企业
的转型升级。截至目
前，全市高新技术产业
占比达38 . 3%，较年初
提高了1 . 1个百分点。

□石如宽 报道
寿光百利育苗场

负责人刘文智在大棚
里查看辣椒苗生长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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