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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陈灏、叶婧报道

15.7 万个大棚鳞次栉比，年产蔬
菜450多万吨；每年900多万吨新鲜
蔬菜由此卖往全世界；85%的新建大
棚配备了智能设施，手机成为“新农
具”；自主研发277个新品种，为丰富

“菜篮子”提供品种保障；当地发布的
价格指数，成为全国蔬菜交易的“风向
标”……

这里，是“中国蔬菜之乡”山东省
潍坊市寿光市。

作为冬暖式大棚蔬菜产业发祥
地，寿光改变了“北方冬天无鲜菜”的
历史，成为全国最大的蔬菜集散中心，
蔬菜产业集群跻身全国首批50个优
势特色产业集群。

卖菜、种菜、育种“样样行”

“在寿光，没有你买不到的菜，更
没有你卖不了的菜。”——这并非寿光
人的自吹自擂。

8时许，在寿光农产品物流园，一
辆辆大车满载着各类蔬菜驶向各地。
物流园4号厅内，蔬菜经销商张永已
经“开工”4个多小时，身边堆放着来
自广西、山东昌乐等地的红南瓜、绿南
瓜、贝贝南瓜、花生南瓜、银栗南瓜等
各类品种，已完成十几车、合300多吨
的南瓜交易，即将发车。

作为全国重要的蔬菜生产基地和
集散中心，平均每分钟有1.7万多公斤
蔬菜从寿光销往全国200多个城市。

会卖菜，更会种菜。
从1989年三元朱村17个黄瓜棚

开始，冬暖式蔬菜大棚的发展改写了
“北方冬天无鲜菜”的历史。如今，15.7
万个蔬菜大棚年产蔬菜450多万吨，
可满足约4000万人一年的消费需求。

以棚体高大化、管控智能化、操作
轻简化为方向，寿光大棚不断迭代。

寿光市蔬菜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
张林林说，最新一代大棚的单体占地
面积由早期的2亩提升至8亩以上，生
产面积由0.5亩提升至4亩以上，病虫
害发生率降低10%，单位面积产量提
高了15%至20%。

卖的是寿光菜，种的是寿光棚，用
的是寿光种。

在寿光一家公司研发中心的温室
中，一串串“赤霞珠”西红柿正由青转
红。“10多年前，1粒种子就要十几元。
现在国产种子争气了，只要1元多，西
红柿品质还更好。”公司负责人告诉记
者。

纪都现代农业共富产业园的展板
上，陈列着“都蜜5号”甜瓜、“宝禄”番
茄等277个由寿光自主研发并获得植
物新品种权保护的蔬菜品种，其中20
个为今年新增。

闯关之路

近年来，我国蔬菜播种面积连续增
加。“中国蔬菜之乡”为什么是寿光？

村头“小市场”搭配龙头“大市场”，
寿光闯过“卖菜关”——

寿光每天有超过2万辆货车往来穿
梭，蔬菜年交易量超过900万吨。其中，
约300万吨的蔬菜交易发生在当地的
龙头大市场——寿光农产品物流园。全
国各地的蔬菜都在这里装配拼货，实现
了冬季南菜北运、夏天北菜南销。

“龙头大市场形成了蔬菜流通的
‘主动脉’。但面对不断增加的蔬菜产
量，还需要更多‘毛细血管’来协助流
通。”寿光市商务局商贸服务和流通管
理科科长王存生说。

近几年，寿光持续对 1600 家蔬菜
合作社进行规范提升，使之取代了过去

“小散乱”的自然市场，成为串联地头蔬
菜的“毛细血管”，方便本地蔬菜外销。

洛城街道东斟灌村是彩椒种植专
业村，640座大棚鳞次栉比，彩椒年产值
超过1.5亿元。“村村大棚通市场，菜多
了也不怕，村头就能卖，现在一天能拉
走三四车。”东斟灌村“棚二代”王春艳
说。

20世纪 80年代一度因流通不畅、
价低卖难，大量白菜烂在地里的寿光，
如今已闯过“卖菜关”，形成了“田间到
餐桌”的高效流通网络。

标准化种菜、网格化监管，寿光闯
过“质量关”——

寿光推动生产标准、技术服务、农
资供应、质量检测、包装标识、品牌销售

“六统一”标准化管理，一批现代化高端
园区辐射带动超80%的农户进入标准
化生产时代。

每天开秤前，寿光农产品物流园检

测中心工作人员会先对当天蔬菜进行
抽样检测，每天检测1400批次左右，合
格率超过99%。

“质量安全永远是蔬菜生产的‘生
命线’。全市每年投入3000多万元，用
于网格化监管全域蔬菜质量。”张林林
说，寿光搭建了蔬菜质量安全网格化智
慧监管平台，将所有蔬菜大棚、批发市
场、农资门店都纳入监管，实现“生产有
记录、信息可查询、流向可跟踪、责任可
追究”的全程智慧追溯。

“内培外引”、自主研发，寿光闯过
“育种关”——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寿光曾经高
度依赖进口蔬菜种子。高峰时期，西红
柿、无刺黄瓜等“洋种子”占七八成市场
份额，且常随意提价。

面对“卡脖子”问题，寿光实施了
“种子工程攻坚行动”，推动产学研结
合、育繁推一体，打造蔬菜产业“中国
芯”，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

作为“内培”本土育种企业的代表，
寿光一家有规模的种苗公司自主研发
了粉果番茄、辣椒等种子，性能可与国
外产品“掰手腕”。同时，寿光还积极

“外引”，先后与中国农科院、中国农大
等40多家科研院校建立合作关系，落
户了国家现代蔬菜种业创新创业基地
研发中心等12家“国字号”平台。

目前，国产蔬菜种子在寿光的市场
占有率已由2010年的54%提升到70%
以上，部分种子的综合表现已追上甚至
超过“洋种子”。

持续擦亮菜乡金字招牌

新起点上，“中国蔬菜之乡”正向着
设施蔬菜全链领航迈进。

如何持续攻关种子这个“芯片”？
“希望能进一步扶优扶强，加大对

基础好、科研创新能力强的企业的支持
力度，帮助地方种企提升核心竞争力。”
一家种苗公司负责人说。

寿光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尹爱军说，
蔬菜育种较国外起步晚，企业的人才队
伍、资金支持、种质资源积累普遍与国
外企业存在很大差距。寿光将深化种业

“中国芯”攻坚，从政策扶持、资金投入
到人才培养，全方位发力，计划五年内
自主研发并获得植物新品种权保护的
蔬菜品种突破400个。

如何进一步开拓市场？
寿光一家在海外创业几年的农业

公司有自己的小目标：把寿光大棚“种”
往海外。

近日，这个公司正催着工厂加紧生
产装配式温室大棚的组装材料，6月底
前要发往白俄罗斯。公司已先后在俄罗
斯、乌兹别克斯坦等40个国家，建设了
270多个种植园区。

寿光的雄心可见一斑：主动融入共
建“一带一路”，依托潍坊国家农业开放
发展综合试验区，联合中国蔬菜协会
等，引导设施蔬菜产业集群抱团出海。
目前，已有30余家企业、合作社开展了
农业领域的对外业务，覆盖日本、韩国、
俄罗斯、印度、乌兹别克斯坦等40多个
国家、地区。

如何发挥辐射带动作用？
寿光分类构建覆盖高校科研院所、

基层农技人才等主体的10.8万人蔬菜
产业技术人才库，搭建了集人才、技术、
培训、服务等于一体的输出平台，与29
个省区市的59个蔬菜园区建立了合作
关系，为零基础发展设施蔬菜地区和个
人提供“建种产管销”一站式服务。

新征程，再出发。寿光这个让冬暖
式蔬菜大棚走向全国的地方，正努力竖
起“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示范标杆”。

“中国蔬菜之乡”为何是这座小城

□寿光市融媒体中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