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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亩园赶上了十亩田

1993 年 ， 山 东 寿 光 东 斟 灌 村 发 生 了

一件“大事”：以李新生为首的 50 名年轻

人抵上全部身家，建起 50 间冬暖式蔬菜

大棚。

观望，沉默，甚至引来村民的嘲讽，

有人编了顺口溜：“东斟灌待要穷，50 个

半昏建大棚”（“半昏”，当地方言指“傻
子”——记者注）。

村民们没想到，李新生凭着“想过好

日 子 ” 的 朴 素 想 法 而 孤 注 一 掷 建 起 的 大

棚，给全村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经过近

30 年胼手胝足、艰辛打拼，如今，全村

800 多间大棚生产的彩椒占潍坊产量一半

以上，村民腰包鼓了，日子好过了，年轻

人开始回流。

时 至 今 日 ， 忆 起 当 年 种 棚 的 诸 多 艰

辛，李新生仍唏嘘不已。

种棚当年，恰逢雨水较往年偏多，用

麦秸秆和泥建的大棚墙体出现部分坍塌，

几个投资建棚的村民躲在家里直哭。

“一亩园真的能赶上十亩田？”种棚一

年后，东斟灌村民的疑问有了答案——一

间棚占地半亩，可收入 1 万元，而一亩棉

花才收入三四百元。不用动员，很快，不

少村民纷纷跟着种起棚来。

在寿光孙家集街道三元朱村，村民也

一直围着大棚找出路。

1989 年 ， 为 寻 找 新 的 致 富 途 径 ， 外

出“取经”回来后，三元朱村党支部书记

王乐义决心带领全村 16 个党员干部，带

头建起 17 间冬暖式蔬菜大棚。

资 金 、 土 地 、 技 术 ⋯⋯ 处 处 都 是 坎

儿 ， 王 乐 义 迎 难 而 上 ， 想 尽 办 法 一 一 解

决。这一年 8 月挖地建棚，当年就喜获丰

收，一棚黄瓜居然卖到 10 元一斤。有了

标杆，寿光随之全力推广大棚技术。1990
年，全市建造冬暖式大棚 5032 间。王乐

义被誉为擦亮寿光蔬菜品牌第一人。

从 1978 年到 1989 年左右，在“寿光

模式”初创期，以建设蔬菜批发市场为突

破，寿光开始推动蔬菜生产走向商品经济

舞台。而 17 间大棚的试验成功则揭开了

寿光蔬菜生产“绿色革命”的序幕，设施

蔬菜全面崛起，一举奠定寿光“中国蔬菜

之乡”的地位。

2000 年到 2012 年左右，“寿光模式”

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以中国 （寿光） 国际

蔬菜科技博览会举办为契机，搭建起农民

与农业高新技术、农产品与市场对接的桥

梁，寿光蔬菜迈向国际化。

改革不停顿，发展不止步。

从 2012 年至今，“寿光模式”以现代

化大农业发展为引领，全力做好高端品牌

打造、种业种苗研发、智慧平台应用、合

作社建设、标准制定与推广等，向全国输

出寿光标准和集成解决方案。

如今，寿光蔬菜年产量 450 万吨，年

产值上百亿元，成为全国重要的蔬菜集散

中心、价格形成中心、 信 息 交 流 中 心 和

物 流 配 送 中 心 。2020 年 ， 全 市 银 行 机 构

存 款 余 额 达 到 1289 亿 元 ，是山东省存款

最 多 的 县 ； 农 民 年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达 到

2.39 万元。

曾经的“农圣”贾思勰故里，凭借一

间大棚闯出新天地。

据不完全统计，寿光 95%以上的蔬菜

销往全国 30 多个省区市的 200 多个大中城

市。自上世纪 90 年 代 起 ，寿 光 开 始 向 全

国 输 出 技 术 、人 才 ， 常 年 有 8000 多 名 本

地 技 术 人 员 奔 赴 全 国 各 地 建 设 大 型 蔬

菜 基 地 或 指 导 蔬 菜 生 产 ， 山 东 70% 以

上 、 全 国 50% 以 上 的新建大棚含有“寿

光元素”。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寿光本

地 企 业 走 出 国 门 ， 在 国 外 建 起 农场和基

地。

瓜果蔬菜走进直播间

当 30 岁的李新生建起全村第一个蔬

菜大棚时，相距 100 多公里的诸城西王村

的郑和平扎根乡村创业已有 10 年，他一

手创立的得利斯集团名气日增，人称“火

腿大王”。

1984 年 ，33 岁 的 郑 和 平 看 到 乡 亲 们

到镇里、县里交粮辗转不便，决定用跑拖

拉机运输赚的钱承包面粉厂，就地消化附

近村民的粮食。

不料，新问题接踵而至。村民们用多

余粮食把猪养得膘肥体壮，不少人想拉去

屠 宰 场 卖 掉 ， 但 当 时 诸 城 仅 有 一 家 屠 宰

场，交通极为不便。顺应市场需求，1986
年，郑和平用经营面粉厂的盈利建起屠宰

场，并在此基础上创立得利斯集团。

国内第一条欧洲进口火腿生产线、第一

条德国全套进口现代化冷却肉生产线⋯⋯

在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山村，以郑和平为代

表的本土企业家打造了以贸工农一体化著

称 的“ 诸 城 模 式 ”， 形 成 以 市 场 为 导 向、

以龙头企业为依托、以农户为基础、以经

济利益为核心、以社会化服务为纽带的经

济共同体。创业至今，得利斯集团已拥有

上百条生产线，累计带动全国上百万农户

致富。

2016 年 ， 郑 和 平 将 企 业 交 棒 到 女 儿

郑 思 敏 手 中 ， 在 这 位 青 年 企 业 家 看 来 ，

“ ‘ 诸 城 模 式 ’ 是 父 辈 呕 心 沥 血 干 出 来

的 ， 是 顺 应 时 代 潮 流 的 选 择 ， 作 为 年 轻

人，要接好这一棒。”

面对新挑战，郑思敏尝试运用新技术

促进一二三产业提质增效，打造“诸城模

式”升级版。“我们将以新零售促进智慧

化新生产，集约高效的智慧农业将进一步

为加工业提供优质优价的原料，为消费升

级奠定坚实基础。”

经过 28 年发展的东斟灌村，如今也

将 大 棚 发 展 重 任 交 给 年 轻 一 代 ，“ 如 今 ，

村 里‘ 棚 一 代 ’ 在 给 ‘ 棚 二 代 ’ 打 工 。”

李新生笑言。

自 2012 年 起 ， 陆 续 有 在 外 打 工 的 年

轻人返乡，他们作为“棚二代”的主力，

把大棚扩建到 440 米长、50 米宽的规模，

引入彩椒新品种以及物联网、自动化等新

科技，村团支部书记尹成友专门请来专家

培训电商知识。

更多年轻人的加入，带来全村彩椒的

产业升级，也让电商平台走村入户，不时

闪现的抖音拍摄场景和四处“溜达”的无

人机，让瓜果蔬菜走进直播间，进行线上

销售，东斟灌村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时

代感。

“前辈们依靠改革创新，探索形成了

‘诸城模式’‘潍坊模式’‘寿光模式’。今

天，我们要担当起新的历史使命，弘扬改

革精神，传承创新基因，努力在创造提升

‘三个模式’上实现新作为，在打造乡村

振兴齐鲁样板中当好排头兵，在推动农业

农村改革发展中勇做探路者。”潍坊市委

书记田庆盈说。

村庄要发展，年轻人最关键

新时代的大幕开启，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把乡土田间当作建功创业的沃土，深耕

其中。

在第 22 届中国 （寿光） 国际蔬菜科

技博览会上，王建文的直播团队在线售卖

新鲜瓜果的场景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成

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通过电商销售平台，这名 32 岁的年

轻 人 让 父 辈 辛 勤 种 出 的 新 鲜 蔬 菜 长 出 了

“脚”，他成立的 16 人直播团队曾创下 6 小

时卖出 125 万斤羊角蜜、两年卖出 7000 万

斤寿光蔬菜的销售纪录。

这些年，通过对接寿光本地 30 多家

合作社，王建文带领团队在 16 万亩蔬菜

生产基地上进行订单生产，可有效把控产

品品质，直接带动上千名农户致富。

心怀创业梦想的王建文说，“农业是

一片蓝海，值得有抱负、感兴趣的年轻人

投身其中。”

怀揣“改变年轻人对农业认识”的初

衷，从事园林绿化工作的马环成功地将只

在长江以南生长的珍贵药材铁皮石斛移植

到 北 方 ， 并 创 建 了 铁 皮 石 斛 从 培 育 、 加

工、生产、销售到娱乐休闲的全产业链运

营模式。

如今，从一个企业项目成长起来的公

司基地江北仙草小镇，已成为当地职业农

民实训基地，近 3 年来共接待上万名来自

全国各地的农民。马环与周边村庄 48 户

贫 困 户 签 订 种 植 协 议 ， 助 力 脱 贫 攻 坚 。

2017 年 ， 马 环 被 授 予 “ 全 国 农 村 青 年 致

富带头人”称号。

“村庄 要 发 展 ， 年 轻 人 最 关 键 。” 潍

坊 市 昌 乐 县 庵 上 湖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赵 继 斌

感慨道。

20 年 前 ， 这 里 曾 是 乱 村 、 穷 村 。

2000 年 起 ， 新 任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赵 继 斌 带

领村两委班子坚持走“党支部+合作社”

的路子，坚持党的建设、产业发展、村庄

治理同步推进，做大做强瓜菜产业，经多

年发展，2019 年，全村人均收入达 3.5 万

元，户均收入 12 万元，村集体收入突破

90 万元。

以教育培训为切入口，这里开设的乡

村振兴学院年均接待 26 个省份 4 万人次培

训，以年轻人为主的团队将村里的一二三

产业融合打理得井井有条。

潍 坊 共 青 团 开 展 的 “ 村 村 都 有 好 青

年 ” 选 培 计 划 ， 聚 焦 “ 政 治 链 ”“ 产 业

链”双链培养。截至 2020 年年底，潍坊

选 树 的 1.6 万 多 名 各 级 乡 村 “ 好 青 年 ”

中 ，637 名 被 推 荐 为 入 党 积 极 分 子 ，293
名 成 为 党 员 （预 备 党 员）， 推 动 1065 名

乡 村 好 青 年 进 入 村 （社 区）“ 两 委 ” 班

子，401 名被推荐担任村 （社区） 团组织

负责人。

两年来，山东各级共青团组织共选树

12.8 万名乡村“好青年”，培育产业带头

人 185 名，领办参与合作社 2217 个，带动

周边农户致富的同时，吸引更多青年投身

乡村振兴。

随着 《推进乡村人才振兴若干措施》

的出台，山东正大力推进制度创新、流程

再 造 ， 吸 引 各 类 人 才 政 策 向 乡 村 人 才 倾

斜，加大乡村人才引进力度的同时，提升

乡土人才培育水平，构建人才“下得去”

“留得住”“干得好”的长效引进机制，为

实现乡村振兴锻造一批有情怀、接地气、

带不走的生力军。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邢 婷

种子被称为农业“芯片”，种子自主

研发权对一国农业发展至关重要。

创业 27 年，从卖“洋种子”到育国产

种，山东省华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华盛公司”）董事长李兴盛见证了

国产种业的春天。

“可以说，这条自主育种之路是被逼

出来的。”回首往事，李兴盛不禁感慨。

1994 年 ，21 岁 的 李 兴 盛 作 为“ 洋 种

子”代理商开始创业，这些国外优质新品

种的推广，在增加当地农民收入的同时，

也让李兴盛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

而随着“洋种子”迅速占领国内种业市

场，李兴盛不止一次遭遇对方压货甚至临时

提价的无理要求，这让他意识到，“种子话语

权的丧失，带来的是整个产业受制于人”。

1998 年，李兴盛痛定思痛，决定走种

子研发培育之路。他将卖种子的收入全部

投入研发，从一座占地 20 亩的小农场起

步，随后建起 200亩的研发基地，历经无数

次摔打，愈挫愈勇。2008年，华盛公司终于

繁育出自主研发的西葫芦新品种“冬绿”，

并以良好性价比打破国外公司的垄断。

之前，国外品种“冬玉”几乎垄断了国

内西葫芦种子市场，从 100 克 30 元，价格

一路水涨船高，最高时竟卖到 100 克 200
元。而新面世的“冬绿”价格 100克只卖 30
元，加之品性优良，市场占有率迅速提升，

昔日红极一时的“冬玉”很快销声匿迹。

27年来，华盛公司先后育成各类蔬菜新

品种300余个，拥有国家新品种权保护品种

42个，非主要农作物登记品种24个，获国家专

利15项，其中西葫芦育种水平居国内首位。

作为科技创新的受益者，这家有 46
名科研人员的公司，每年保持 17%的科研

投入，同时拥有国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山 东 省 葫 芦 科 蔬 菜 生 物 育 种 重 点 实 验

室、山东省蔬菜花卉生物育种工程研究

中心等八大科研创新平台。

山东省国家救灾备荒种子储备项目

目前落户于这里，五层巨大的物架上存

有西葫芦、白菜等多个品种的蔬菜种。当

发生自然灾害等非正常状况，这些储备

的种子将发挥重要的救济功能。

随 着 华 盛 公 司 繁 育 的 种 子 出 口 欧

洲、中东、东南亚、美国、澳大利亚等地，

中国种子越来越多地惠及国外民众。

同样是一粒种子，撬动了西瓜产业

的长久发展。

从之前简单地种西瓜、卖西瓜，到如

今借助科技将传统育种和分子育种相结

合，郭牌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便是种业自

主研发的受益者。

这家企业目前拥有一个潍坊重点育

苗实验室，同时打造了自己的育苗中心，而

自主研发种子意味着可以将整条产业链拉

长。除了种苗输出，该公司还向国内多地输

出技术、标准以及产业园区模式。

“我们最新研发了立式栽培品种，果

农不用弯腰劳作，不仅降低了劳动强度，

而且收入连年增加。”公司副总经理杨猛

介绍，2020 年，公司产值达 2.2 亿元，直接

带动 8000名农民致富。

一 粒 种 子 带 来 的 变 化 今 非 昔 比 。

2007 年，潍坊 80%的农户采用进口种子，

目前仅有 20%的种子从国外进口，实现了

由进口到自主研发的新突破。

放眼山东全省，农作物特别是粮食种

子已完全依靠自己解决，设施蔬菜品种国

产化率达 80%以上，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

率达 98%以上，良种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

达到 47%。全省种业持证企业 625 家，其

中育繁推一体化企业 9家，中国种业信用

骨干企业 8家，分别占全国的 8.2%、9.3%、

10.4%，总体实力位居全国前列。

自主育种捧出农业中国“芯”

山东农作物种子实现完全自给

制图:李晗

乡村振兴的齐鲁样板扑面而来

一间大棚闯出新天地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邢 婷

从一间棚到一片棚，从蔬菜产业化
再到标准输出，李新生亲历的“寿光模
式”崛起，成为山东农村改革波澜壮阔历
程的生动写照。

2018 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
记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时指出，“改革
开放以来，山东创造了不少农村改革发
展经验，贸工农一体化、农业产业化经
营就出在诸城、潍坊，形成了‘诸城模
式’‘潍坊模式’‘寿光模式’。要充分

发挥农业大省优势，打造乡村振兴的齐
鲁样板”。

以农业产业化为核心的“诸城模
式”“潍坊模式”“寿光模式”，如今注入
了新的时代内涵。山东立足“点、线、面”

“县、乡、村”“企业、园区、基地”，在探索
乡村振兴之路上，创造出不同层级的“齐
鲁样板群”。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勇立潮
头，以观念、技术、魄力引领着乡村变革，
凝聚起干事创业的青春力量。

山东省寿光市东斟灌村李宝先手捧丰收的彩椒。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如今全村 800 多个大棚生产的彩椒占潍坊产量一半以上。 寿光市委宣传部供图

在第 22 届中国(寿光)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上，王建文的直播团队在线售卖

新鲜瓜果，吸引了众多游客。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邢 婷/摄

上世纪 80 年代寿光蔬菜市场。 寿光市委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