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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敏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杨迪 戴军

在中国寿光蔬菜博物馆内，有一座古人铜像，手
握书卷，若有所思，他就是一代农圣贾思勰。北魏时
期，他在寿光这块土地上，撰写了中国现存最早的一
部完整的农书——《齐民要术》，寿光也因此被誉为

“中国农耕文化之乡”。
《齐民要术》中“天为之农，而我不农，谷亦不可

得而取之”，这句话以朴实的语言表达了古人对自然
的敬畏，也成为这片土地上农民勤恳劳作的指引。

30年前，寿光人民凭借敢想敢干的冲劲，建设冬
暖式大棚，终结了北方冬季无新鲜蔬菜可吃的历史，为
中国设施农业和蔬菜产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今
天的寿光人依然敢想敢干，不断求新求变，不仅让“种
菜”更有科技范、智慧感，而且着眼于标准制定、模式输
出，引领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更将“寿光精神”映照在
弥河之畔，撰写了乡村振兴的寿光答卷。

5月 16日至 20日，在中华全国农民报协会的组
织下，来自全国 37家涉农媒体的近 70名记者踏上这
片土地，开展“全国农民报总编辑看寿光乡村振兴”
主题采访活动。几天时间里，采访团近距离观察寿
光在科技、产业等方面的创新举措，感受齐鲁大地农
业升级、乡村建设的生动实践。

“棚二代”上阵，新农具登场

穿城而过的弥河两岸，分布着超过17万个大棚，
他们像是白色波浪，在开阔的乡野间绵延。寿光每
年生产蔬菜超过 450万吨，年交易量 900万吨，满足
着数亿人的日常生活所需，是名副其实的全国人民
的“菜篮子”。如今，“菜篮子”有新变！寿光将金融
活水引入现代农业，“棚二代”接力种菜，新式大棚配
备智能设施，手机成为人们种菜新农具。

采访团一行在东斟灌村一座大棚里见到了村民
李保先，他正在检查新装的设备。“一年纯收入 30万
元，这在以前想也不敢想，想建棚，村里有土地可以
承包，种的彩椒有合作市场给卖了，缺资金的时候合
作社有资金互助可以贷款，村里还会不定期进行种
植技术指导。”他说，如今只要想干，就不愁没钱赚。

东斟灌村位于寿光最东端，过去因地理位置偏
僻、人地矛盾突出，一直比较落后。在村支书李新
生和村“两委”的带动下，村里将土地流转到村集
体，种植五彩椒，先后成立 3 个合作社，扩大产出效
益。2019 年，彩椒销售量达到 2000 万公斤，销售总
额 1.4亿元，村集体收入150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
到2.9万元。

看到村里产业蓬勃发展，同时还有给创业青年
的低息贷款政策，不少年轻人选择返乡创业。最
近几年，回到东斟灌村种菜的大中专毕业生就有
20余人。

村里的 80后“棚二代”有 140多人，刚当选村委
委员的尹成友就是其中一个。他的父亲尹希森是村
里第一批种大棚的农户，从小对大棚种植耳濡目染
的他毕业之后选择回到家乡，成为一名“棚二代”。
目前，尹成友家两个小棚年收入10万元左右，他算了
一笔账：“在外面打工一个月挣五六千元，除去开支
也剩不下什么，回家种大棚不仅能攒下钱，还能照顾
父母。”已经“退居二线”的尹希森表示，以前种大棚
踏实肯干就行，现在的设备都是智能化的，要在手机
上操作，还得年轻人来。

尹成友和村里的年轻人经常沟通，一起学习技术、
引进设备，干劲十足。年轻人的返乡，为村里发展产业
提供了人才支持。自动卷帘机、自动放风机、智能雾化
机、补光灯等设备已成为新建大棚的标配，手机物联网
应用率达到80%，手机成为人们种菜的新农具。

位于寿光田柳镇的金投田柳现代农业产业示范
园区，占地1500亩，有160个温室大棚、2个4000平方
米的智能温室。园区经营的新模式，让采访团成员
十分感兴趣。

据运营人员韩永琦介绍，园区实行与农户合作
的模式，园区作为“物业管家”，提供大棚温室及各种
智能化设备，农户报名租赁、“拎包入住”，还能享受
园区低息贷款。

来自田柳镇东青村的农户刘相勇今年48岁，一直
从事蔬菜种植，在本村承包了4个大棚，但是当园区发
出招募租户的信息后，他还是报名租了5个大棚，“这
里大环境好啊，道路水电齐全，设施也好，生产效益也
比老棚好，当时我的老棚设施改造还花了不少钱呢，来
园区全都提供了，省事！”他晃了晃不离手的手机说，有
些工作手机上就能操作，边学边用呗！

在寿光有这样一种说法，每卖出10辆车，就有7辆
是让菜农买走了。如今的寿光，大棚更新换代，经营模
式不断创新，蔬菜产业蒸蒸日上，好一片希望的田野！

新品种迭出，机器人奔忙

与中国寿光蔬菜博物馆一墙之隔，就是寿光蔬
菜高科技示范园，这里正在举办第 22届中国（寿光）
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从 2000年起，每年定期举办
的菜博会，吸引着国内外参观者来这里“取经”。

2000多个蔬菜新品种、80多项栽培新模式、100多项
引进新技术给采访团留下深刻印象，河南日报农村
版副总编辑顾华不禁感叹，在很多地方蔬菜产业还
在聚焦于种植和生产的时候，寿光已经走在产业科
技的前列。

在洛城街道寨里村，坐落着中国农业科学院寿
光蔬菜研发中心。寿光凭借多年来显著的生产优势
和市场优势，成为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共建基地的不二选择。

研发中心自 2020年 5 月成立以来，已建成蔬菜
分子生物、细胞工程、植保、园艺作物种苗繁育4个实
验室和8个研发团队，先后吸引蔬菜花卉研究所涉及
甘蓝、番茄、辣椒等 17个课题组、多项国家级科研项
目在中心开展科研工作，育成多个蔬菜新品种，其中
3个获得植物新品种权证书。

黄瓜育种专家顾兴芳经常往返于寿光和北京，她
和团队要从基地内百个黄瓜品种中选育适合市场需求
的品种。她摘下一个长度约30厘米、颜色深绿、刺溜
明显的黄瓜告诉记者，这种华北密刺类型的黄瓜口感
脆甜，是市场接受度比较高的。她表示，现在大家生活
水平都高了，市场需要既好看又好吃的黄瓜，育种的时
候除了注重抗病丰产之外，还要强调优质。

目前，寿光有种苗企业 300多家，自主研发的蔬
菜新品种达 140个，其中 82个品种获得植物新品种
权保护，年产蔬菜种苗近17亿株，国产蔬菜品种市场
占有率达70%。

在潍坊科技学院的生物工程研发中心（蔬菜种
子研发中心）拥有 170余亩研究基地，设有蔬菜作物
新品种选育、作物精准栽培、病虫害绿色防控、设施
环境工程4个研究方向，通过研究开发、技术服务、成
果转化等方式服务于寿光蔬菜产业。

中国设施蔬菜发轫于寿光，但是寿光的脚步从
不停息，正在进行智慧农业的新探索，向更高的山峰
攀登。

在占地3000亩的现代农业高新技术集成示范区
里，有一座大型玻璃智能温室，尤为醒目。

智能玻璃温室曾是荷兰农业最具特色的代表
作，中国温室大棚多以“荷兰文洛型”连栋温室为主，
存在能耗大、运行成本高等问题，且夏季温度太高，
不能生产。

这座“中国寿光型”智能玻璃温室融合中国日光
温室的保温蓄热功能和“荷兰文洛型”连栋温室的大
空间优势，集成应用国际上先进技术，可以全年连续
生产，比“荷兰文洛型”温室大棚耗能降低一半以上。

玻璃温室里 23万多株西红柿苗整齐排列，呵护
它们的是正压可调通风系统、水肥智能供给系统、可
视化智慧管控云服务系统等 120多项自主研发的专
利技术。

采访团被其中来回穿梭工作的机器人吸引，中
心机器人“小金”个头虽小，却是20多个机器人的“小
管家”，可收集园区所有机器人的数据信息，处理后
生成指令反馈给它们，实现对西红柿生产全过程的
智慧管控。

这样高端的温室，是现代农业高新技术集成示
范区众多“高大上”项目中的一个。在基地内，还装
备有不同的现代农业设备，满足蔬菜在不同种植模
式下的试验验证、示范推广和数据采集。

在寿光，科技带来的改变体现在每一个大棚中，
靠天吃饭的经验逐渐被科学控制的精确所取代。在
科技创新的赋能下，寿光的每一个大棚正在成为一
个生产车间，共同构成了中国菜乡这座规模宏大的
蔬菜工厂。

从输出技术，到输出标准

30年来，寿光人不断适应新形势，勇立农业科技
的最前沿，博采最新技术成果，大棚科技含量不断提
高，从简单的第一代更新到如今科技感十足的第七
代。同时，百余名技术员常年在外，将大棚蔬菜种植
技术无偿传授给全国的农民兄弟。

“如果说以前的‘寿光模式’侧重于输出产品、输
出人才、输出技术，那么现在的‘寿光模式’则正在向
输出标准、输出机制、输出体系方向转变。”寿光市委
书记赵绪春说。

前不久，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印发的《农业生产
“三品一标”提升行动实施方案》，提出推进品种培
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引领农业绿
色发展，提升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这也从侧面
凸显了农产品标准化的重要性。

为了站稳蔬菜产业标准化高地，2018年7月于寿
光挂牌的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率先发力。中心主
任付乐启介绍，这是一个由蔬菜质量标准研究中心、
蔬菜国际标准合作中心、蔬菜质量标准检测中心、蔬
菜质量标准服务中心构成的蔬菜产业“新高地”。

在 3 年的研制推广下，标准中心集成 2369条蔬
菜产业链相关标准，形成 14大类、182个品类的蔬菜
标准数据库。启动 16项国家、行业标准和 102项地
方标准，并为国际标准的制定奠定基础。“寿光标准”
在 26个省份落地开花，全国新建蔬菜大棚中一半以
上有“寿光元素”。

寿光还在不断推进以“工厂化”理念建设和运营
农业园区。2018年以来已规划建设了总占地 2.3万
亩的 18个重点蔬菜园区，全部按照标准中心标准生

产，推广应用自动温控、智能雾化等智能科技设备，
物联网应用率超过 80％。每个大棚、园区就是一个

“标准车间”“标准工厂”。
2019年，寿光蔬菜成功注册地理标志集体商标，

成为潍坊市成功注册的第一件集体商标，对寿光蔬
菜提升品质、树立信誉、提高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占有
率起到积极作用。2020年，寿光蔬菜产业集群被确
定为全国首批 50个特色农产品优势产业集群，蔬菜
年交易量达900万吨，交易额200亿元。

如今，有了黄瓜、西红柿等主要设施蔬菜全产业
链生产规范以及日光温室建造规范、园区建设运营
规范等“寿光标准”，“寿光模式”创新升级就有了充
足的底气，已经能够为设施蔬菜产业问题提供包括
标准、机制和体系等在内的集成解决方案。

陕西农村报社长贺小巍用“三大”来总结此行：
“大开眼界、大有可为、大展宏图”。他说寿光蔬菜让
人大开眼界，“寿光模式”在全国大有可为，寿光品牌
必将大展宏图。

手握蔬菜产业集群的优势，寿光将提质增效转
型升级的步伐迈在了全国前列。从靠天吃饭的经验
模式，到科学可控的标准化时代，将对全国的蔬菜产
业产生深远影响。

探索未止步，振兴正当时

寿光人始终有一股勇于尝试、不屈不挠的精
神。在 20世纪 80年代，寿光人不屈从于寒冷，一定
要在冬天种出蔬菜，变不可能为可能。后来的寿光
人依旧向看似不可能的领域不断突破。

在菜乡寿光，南部土地适宜耕作，集中了主要的
大棚种植，北部因临近渤海湾而多盐碱地，主要种植
棉花、玉米等作物，而盐碱程度太高的土地不适宜作
物耕种，曾是荒芜的不毛之地。北方蔬菜报总编辑
马健用一句当地独有的歇后语重现了以前的情况，

“六股路套知了——老窝里等”。他解释说，在当地
六股路村抓知了，它跑了都不用担心，因为万亩盐滩
只有一棵树，它还会回来的，因为别无选择。

不屈服于恶劣的自然条件，寿光人做出了自己的
选择。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指引下，他
们用勤劳的双手因地制宜进行土地改造，将滨海浅平
洼地改良恢复形成复合人工湿地并植树造林。

当采访团来到寿光林海生态博览园，这里曾经
是盐碱地区域，然而过去的荒芜已看不到痕迹，这里
树木林立、湖水碧绿清澈，水中的鱼扎堆畅游，荷叶
已经爬上水面静待荷花开放，不时有鸟儿的鸣叫随
夏天的风徐徐吹来，十分惬意。

对比以前的资料图，如今漫步林海，采访团切实
感受到林场人几十年如一日、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敬佩他们因地制宜谋发展、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担当、
决心和勇气。寿光人拥有的不仅仅是勇气，他们的
产业思维无处不在。

据介绍，林场人充分利用当地资源优势，以林为
主，探索出水资源多层次利用、林盐结合、上林下藕、
鱼荷混养等多种经营发展模式，逐渐形成了苗木繁
育、水产养殖、生态旅游等多种产业融合发展的格
局，为滨海盐碱地开发利用树立了样板。

园区将自然风光与人为景观融为一体，凭借湿
地生态水道、东方不沉湖、素质拓展中心、农圣文化
园等景点，以及定期举办的寿光林海荷花节、湿地
采摘节、湿地科普游、农林渔盐业观光体验游等湿
地主题活动，成为寿光及周边人民休闲娱乐的好
去处。

几十年过去了，开拓创新的第一代种棚人渐渐老
了，但是这座城市没有忘记他们，曾经为寿光、为全国蔬
菜产业作出巨大贡献的老人们，如今正在安享晚年。

上午10点，采访团到达位于双王城生态经济园区
的寇家坞联村全域康养中心，中心的两位厨师就已经
在准备老人们的午饭。老人们陆续赶到，在庭院中聊
天晒太阳，等待就餐。老人们说，这里的饭花样多、比
家里好吃，在这还能见到老朋友，心里特别美！

村里的妇女主任王红艳介绍，寇家坞联村全域康
养中心总投资 495万元，占地 5770平方米，建筑面积
1672平方米，采取“分散居住、集中供餐”的模式，聘请
寿光养老服务集团进行专业化托管，通过“政府补一
点、村里筹一点、个人掏一点”的方式，每天为老人提供
中晚两顿饭。康养中心为老人们提供了一个舒适安逸
的环境，让这些曾经的开拓者安宁地度过晚年时光。

短短几天的采访让记者们意犹未尽，大家在寿光
收获颇丰。记者们纷纷表示，要用新媒体和报纸，把在
寿光的所见所闻所感报道出去。《四川农村日报》在采
访中连发 6篇“我们向寿光学什么”系列报道，《农业
科技报》连发十余篇“农科记者菜都行”系列报道，重
庆日报连发4篇“走进中国菜篮子·问道乡村振兴”系
列报道，总结宣传寿光经验。

在寿光采访，一直被寿光人勇于创新的闯劲儿
和不断尝试的干劲儿所感动，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勾
画出中国新农人的形象。在农业现代化的道路上，
一代又一代寿光人接力前行，走出了自己的特色，必
将书写乡村振兴的美好答卷。
本版图片均由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戴军摄

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寿光答卷寿光答卷
——中华全国农民报协会采访团寿光行侧记中华全国农民报协会采访团寿光行侧记

“中国寿光型”智能玻璃温室内的机器人引来了
记者们的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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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们在参观寿光田柳镇金投田柳现代农业产
业示范园区的水培蔬菜。

记者们参观寿光菜博会展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