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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讯 今天，由山东省
科技统计分析研究中心联合有关高
校院所和新闻媒体评选的2020年度
山东“十大科技成果”“十大科技
新闻”出炉。

其中，2020年度山东“十大科
技成果”分别为：科学家找到小麦
“癌症”克星；我国成功实施运
载火箭首次海上商业发射；万华
化学突破高端聚氨酯原料ADI全
产业链国际技术封锁；潍柴发布

全球首款突破50%热效率的商业化
柴油机；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试
验样车成功试跑；全球首个系统
性红斑狼疮治疗创新双靶生物制
剂研制成功；18英寸硅单晶及部
件全国首次成功投产；国产民用
航空轮胎成功装机试飞；山东省
磁悬浮产业技术创新取得重大突
破；大规模集成电路封装核心材
料实现突破。

（王亚楠）

科学家找到小麦“癌症”克星
2020年度山东“十大科技成果”出炉

在一些人眼里，乡镇干部土、
粗、俗，看了电视剧《经山历海》
之后，我却认为乡镇干部有作为，
敢担当，为民办事，实在伟大。乡
镇工作不容易，上面千条线，下面
一根针，工作千头万绪，工作中被
误解也是常有的事，关键在于如何
处理。贺丰收在剧中就给了我们一

个好答案：清清白白，堂堂正正，
不忘初心，敢于作为。

乡镇有太多“贺丰收”。笔者
在乡镇工作34年，对乡镇工作既是
践行者，又是见证者，还是记录
者 （ 我 具 体 干 的 是 新 闻 宣 传 工
作）。三十多年的工作中，有三
位像贺丰收这样的乡镇长给我留

下深刻印象。
第一位是个乡长。1989年他蹲

点的村子春季浇麦，他带着苫子和
群众一起睡在水渠旁。乡里搞农田
水利建设，他每天徒步六七十里
路，走五个山坡六条山沟。他带领
全乡职工为当地的父老乡亲卖西
瓜。他平时起床早，就到乡政府附

近的村支书家里聊天拉呱，被人们
称为“土味”乡长。

第二位是个镇长。为了搞林权
制度改革，2010年大年初三，他就
和班子成员奋战在当地的香山生态
林场，经过半年的努力，使山林达
到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得到
省市县领导的充分肯定和认可，被
作为典型推广。

第三位是个女镇长。她政策性
强，办事果断，雷厉风行，严以律
己，当地百姓称赞有加。

我熟识的这些乡镇长，不都是
像贺丰收一样的乡镇干部吗？

乡镇需要太多的“贺丰收”。
乡村振兴任重道远，农业、农村、
农民问题也出现新情况、新课题、
新变化，贺丰收这样的干部基层需
要，老百姓欢迎。

平邑县丰阳镇干部 张献德
农村大众报记者 张天银整理

乡镇需要太多的“贺丰收”

追追剧剧《《经经山山历历海海》》

历史，往往经时间沉淀才更加
清晰。

32年前，地处寿光最西南角的三
元朱村，在村党支部书记王乐义带
领下，建起17个小土棚。亲历者当时
也不曾意识到，他们这一举动将开
启中国农业的一场“绿色革命”。这
是“寿光模式”最重要的起点。

时间进入2021年，站在新的历
史交汇点。以冬暖式大棚为代表的
寿光蔬菜产业迈入“而立之年”。
在新发展阶段，寿光蔬菜产业将以
何而“立”？

谋定而后动。今年，寿光市委
市政府提出，以提质增效为方向，
放大农业领先优势，由传统生产基
地向综合服务基地转型，提升蔬菜
全产业链竞争力。在产业链的前
端，做好种业研发；在后端，培育
特色蔬菜品牌；在中间种植环节，
不断提升组织化和社会化水平。

“寿光模式”正从原来的蔬菜
生产，向种苗、标准、研发、品牌
和模式集成创新转型，以产业振兴
带动乡村全面振兴。

从“菜篮子”到“种子库”———

前端：打好

种业翻身仗

今年30岁的寿光小伙王建文，5

年前成立了山东鲜馥农业有限公
司。公司主要业务就是利用淘宝、
天猫等电商平台，销售本地农产
品。通过直播，全国各地的消费
者，能更加直观地感受到寿光果菜
的品质。现在，公司每天销量保持
在20万斤左右。

1989年冬天，随着冬暖式蔬菜
大棚试种成功，一根根顶花带刺的
鲜黄瓜被摘下来，我国北方冬季不
能生产新鲜蔬菜的历史从此终结。
30多年来，越来越多寿光蔬菜出现
在全国各地的餐桌上，寿光成为全
国的“菜篮子”。

如今，寿光全市建有日光温室
14 . 6万个，拱棚2 . 7万个，常年蔬菜
种植面积60万亩，年产量450万吨，
蔬菜产值110亿元。2020年，寿光蔬
菜产业集群被农业农村部、财政部
评定为全国首批建设的50个优势产

业集群之一。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随着

寿光蔬菜大棚面积越来越大，“洋
种子”开始纷纷进军寿光。到2010

年前后，“洋种子”在寿光的市场
占有率过半，这成为寿光蔬菜产业
的痛点。

为突出企业在蔬菜种业研发中
的主体地位，2012年、2014年和2017

年，寿光市政府连续出台3项蔬菜
种业发展扶持政策，拿出专项资金
进行重点推动。2020年3月，寿光市
又专门出台了《关于加快蔬菜种业
发展的实施意见》，鼓励蔬菜种业
创新发展，扶持企业繁育加工推
广，吸引蔬菜种业企业落户。

今年55岁的刘树森是山东寿光
三木种苗有限公司的负责人。2010

年起，刘树森和技术团队全身心投
入新品种研发。目前，企业主推的番
茄、辣椒、西瓜、甜瓜等品种，具有高
产、高抗等特点。2020年，企业获得植
物新品种权的品种有35个。

作为“中国蔬菜之乡”的寿
光，坚决扛起“打赢种业翻身仗”
的使命和担当，以创建“国家现代
种业产业园”为带动，全面提升与
中国农科院、中国农大、华中农大
等院校的战略合作，落地建设了国
家蔬菜智能分子设计育种创新中
心、农业农村部种子检验寿光分中
心、中国农科院寿光蔬菜研发中心
等国字号平台，建设运营了全省首
家果菜品种产权交易中心、每年定
期举办中国（寿光）设施蔬菜品种
展。

目前，全市种子企业发展到400

多家，自主研发蔬菜新品种140个，
全市年繁育蔬菜种苗达17亿株。寿
光全市国产蔬菜种子市场占有率已
由2010年的54%提升到70%以上。

从小农户到家庭农场———

中间：构建蔬菜生产

新型组织体系

48岁的刘相勇，是寿光市田柳
镇东青村人。他的大棚就在距离村
子不到3里地的寿光现代农业创新
创业示范园。这个园区占地1 5 0 0

亩，建有160个高标准大棚，由寿光

国资企业投资建设，2018年10月投
入使用。目前，园区的100多个高标
准大棚都租赁给周边农户经营。

刘相勇在园区租赁了 5个大
棚。“如果自己建一个这样的大棚
需要30多万元，现在一个大棚一年
只需要3万元的租金就行。新大棚
还配备了卷帘机、放风机、水肥一
体 机 ， 日 常 管 理 用手机 就 能 操
作。”刘相勇专门注册了家庭农

场，一年蔬菜销售收入超过100万
元。

园区运营经理韩永琦介绍说，
原来农户种菜，用种用肥不统一，
管理技术有高有低，生产出来的菜
质量参差不齐。现在园区种植的农
户，都是统一供应农资，统一技术人
员指导，还能统一对外销售，直接对
接国内知名电商平台。采取“园区+

农户”的种植方式，实现了“小农户”
与“大市场”的有效衔接。

随着农业人口老龄化加剧，
“老人农业”成为不争的事实。要
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要回答
“今后谁来种地”的问题。寿光正
在以合作社、家庭农场为主体，构
建新型组织体系，为这个问题提供
“寿光答案”。

目前，寿光全市已筛选出107家
具有代表性、引领性的合作社，组
建了市蔬菜合作社联合会，并在15

个镇街分别成立分会，实施“联合
会+合作社+农户”模式，引导农户
和合作社按照标准进行生产种植。
同时，在金融支持、检验检测、区
域公用品牌等方面，支持家庭农场
发展。对种植大户和返乡种菜的年
轻人，开始常态化和定向化培训，
推广蔬菜生产新技术、新模式，力
争用3年左右时间，实现全市三分
之一的蔬菜面积以家庭农场方式生

产经营。
农业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推

广智能化、自动化的设备，用机器
替代人工，也成为寿光蔬菜转型升
级的重要方向。

寿光最初的几代大棚，全部靠
人工操作，一个家庭只能管理一两
个 大 棚 。 “ 现 在 只 要 点 开手机
App，随时能看到蔬菜大棚内的温
度、湿度等数据，还能用手机遥控卷
帘、放风、浇水。”从2016年起，寿光市
稻田镇崔岭西村大棚种植户崔江元
开始用手机管理大棚。目前，寿光新
建 大 棚 中 智 能 化 设 备 应 用 率 达
80%。智慧化成为寿光市乡村振兴
战略规划的重要发展方向。

寿光的农业智慧化创新一直在
路上。去年，寿光市洛城街道寨里
村，一栋占地120多亩的温室投入使
用。这栋温室由赵春江院士团队根
据寿光地域特点，融合中国日光温

室的保温蓄热和荷兰文洛式连栋温
室的大空间优势打造而成，应用了
120多项专利。授粉、整枝等环节开始
尝试使用机器人操作。

从“寿光菜”到“品牌菜”———

后端：培育特色品牌

打通高端销售渠道

文家街道的独根红韭菜、洛城
街道的斟灌彩椒、古城街道的番
茄、孙集街道的苦瓜、化龙镇的胡萝
卜……在寿光，几乎每个镇街都有
自己的特色产品。依托丰富产品，目
前寿光的国家地理标志认证产品达
到17个，“三品”农产品320个。

2019年12月，粤港澳大湾区“菜
篮子”产品潍坊配送分中心在寿光
正式揭牌运营。去年10月，粤港澳大
湾区“菜篮子”潍坊农品展示交易中
心在广州启动。这为“潍坊农品”和

“寿光蔬菜”打通了进入粤港澳大湾
区乃至国际市场的快速通道。

品牌建设和打造离不开标准
化。2018年7月，全国蔬菜质量标准
中心在寿光揭牌成立。中心由农业
农村部和山东省人民政府联合建
立，是国内唯一的蔬菜质量标准方
面的国家级平台。

中心已经编制了37种蔬菜的54

项生产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完成
了山东区域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
生产基地执行标准汇编，启动了118

项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
研制工作。由该中心制定的日光温
室番茄、黄瓜两项全产业链农业行
业标准已由农业农村部批准发布。

2019年，寿光成功注册“寿光
蔬菜”地理标志集体商标，这是全
国蔬菜产业唯一的集体商标。今
年，寿光将大力实施“区域、企
业、产品”三位一体农业品牌战
略，依托蔬菜合作社联合会，尽快
制定“寿光蔬菜”区域公用品牌打
造方案，全面升级“寿光蔬菜”品
牌。同时，线上加强与京东、淘
宝、拼多多等电商平台的深度合
作，线下在潍坊、济南、北京、上
海等地，建立“寿光蔬菜”展示交
易平台，让“寿光菜”成为“品牌
菜”的代名词。

从17个大棚，到百亿元产业集群
创新提升“寿光模式”，做强蔬菜全产业链，以产业振兴引领乡村全面振兴

农村大众报记者 李伟 任治安 通讯员 孙磊 杨福亮

寿光智慧农业科技园里的多功能机器人，具备流水作业、自动导
航、实物识别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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