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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当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排头兵
——— 潍坊市拓展创新“三个模式”谱写乡村振兴新篇章综述

□陈同义 石维群

近年来，潍坊各级党委政府坚定扛起深化
拓展创新提升诸城模式、潍坊模式、寿光模式
“三个模式”，全力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先
行区，锚定“走在前、开新局”，踔厉奋发、
创新实干，乡村产业蓬勃发展，乡村面貌焕然
一新，农民生活明显改善，一幅产业兴、乡村
美、农民富的壮美画卷正在潍坊大地徐徐铺
展。 2021 年，潍坊市在全省乡村振兴战略实绩
考核中取得一等、第一名。

擦亮金字招牌

书写现代农业“潍坊答卷”

“全国农业看山东、山东农业看潍坊”，
这一金字招牌，看点在哪？

从数字上看，潍坊用全国 1.7‰的土地、
1‰的淡水，贡献了全国6.4‰的粮食、 16.8‰的
蔬菜、 10.7‰的肉蛋奶、 21.4‰的农产品出口
额，蔬菜、畜禽两大优势主导产业全产业链产
值均超千亿元，蔬菜出口量、禽肉出口货值分
别占全国的1/8、 1/6。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第
一产业增加值、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业营业收
入、现代高效农业增加值等4 项产业指标均居
全省第一。

潍坊坚定扛牢粮食安全重大政治责任，全
市划定粮食生产功能区453 万亩，建成高标准
农田632.3 万亩，实施10万亩红板岩地区农田水
利改造工程，年均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1030 万
亩以上，粮食总产量稳定在86亿斤。

小雪过后，诸城市相州镇小梧村麦田里的
嫩苗绷着劲挺起腰身。 2022 年，这块地里的小
麦亩产 810 公斤，创造了潍坊小麦单产最高
纪录。

在潍坊北部茫茫盐碱地上，昌邑市柳疃镇
10 万亩青阜现代农业综合体，实行“村企社”
共建模式，“高标准农田、水肥一体化、全程
机械化、智慧田管”全覆盖，“苜蓿—棉花—
粮食作物”轮作，让昔日的盐碱地变成了生态
田；海水稻小镇依靠“种子芯片＋双管暗排＋
新型调节剂＋智能控制”技术，海水稻亩产达
698.4 公斤，这片5.8 万亩的盐碱地成为海水稻三
产融合发展示范区。

良种、良机、良法与良田融合发展，是潍
坊科技兴农的生动实践。

潍坊是种业创新大市。近几年，通过搭平
台、育主体、强企业、建基地等系列措施，致
力打造全国农业种业“硅谷”。建成种业研发
企业44 家、种苗繁育企业404 家，取得新品种
权 129 个，审定农作物新品种 29 个，“潍麦
12”小麦新品种获农业农村部审定。

潍坊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农机之都”。潍
柴雷沃在CVT动力总成和液压动力总成等核心
技术领域一举打破国外垄断。 657 家农机生产
企业已形成以潍柴雷沃为龙头、从主机到农机
具零部件全链条产业布局，产品涵盖 24 个种
类，潍柴雷沃拖拉机国内市场占有率25% ，小
麦、玉米、水稻收割机国内市场占有率分别达
到58%、 25%、 28%。

数字农业快速兴起。成立潍坊数字农业联
盟，建设潍坊“三农”大数据平台，建成乡村
振兴普金金融服务平台、物联农机平台、智慧
农业管理平台等7 个数字化平台和5 处 5.2 万亩
的智慧（无人）农场，1605 台拖拉机装备了定
位系统和图像采集、实时监测终端。

在“中国蔬菜之乡”寿光，60 万亩蔬菜大
棚正成为一座座现代化农业工厂，菜农持手机
就能远程控制棚内施肥、浇水和温度、湿度
等，亩均增产30%以上，水、肥、药均节约15%
以上。如今，潍坊80% 温室大棚中应用了智能
装备、物联网技术，成为国家级“区块链+蔬
菜”质量安全应用试点。

更为出彩的是，赵春江院士团队设计建设
的单体占地120 亩的新一代智能玻璃温室，应
用120 多项专利，装备精准水肥、潮汐灌溉、
智慧气象等设备和7 种多功能机器人，实现生
产管理的全流程云端托管和远程操控，生产效
率是普通温室的3至4倍。

农业标准集成应用。位于寿光市的全国
蔬菜质量标准中心，编制完成了 37 种蔬菜的
54 项生产技术规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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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蔬菜标准”输出到 27 个省
份，在全国认定 50 个试验示范基地，辐射带

动蔬菜标准化面积 75 万亩。位于诸城市的全
国畜禽屠宰质量标准创新中心，围绕从养殖
到屠宰加工营销全产业链，完成生猪、白羽
肉鸡两个全产业质量标准体系制定，建设试
验示范基地30 多处。

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出
台《潍坊市禁用限用剧毒高毒农药条例》，实
行投入品生产企业ABC 分级监管，每个村配
备1 名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员，每6— 8 村为 1
个网格配备1 名基层动物防疫安全协管员，蔬
菜主产区产地快检实现全覆盖，农产品抽检合
格率保持在 98 . 5% 以上。全市培育“三品一
标”农产品 1448 个，寿光蔬菜、青州银瓜、
潍县萝卜广受欢迎，昌乐西瓜、昌邑大姜、寿
光桂河芹菜等3 个品牌创建为国家级区域公用
品牌。潍坊荣获“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市”
称号。

农业开放发展深入推进。获批建设潍坊国
家农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规划实施“3+9+
N ”产业布局，在农产品流通、快速通关等方
面探索形成了33项制度创新成果，推动20多家
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拓展业务，并与
数个国家达成多领域农业合作，安丘农创港跨
境电商平台已累计完成农产品跨境销售 23.36
亿元。

农业生产效率持续提升。培育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3.6 万家，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4286 家，
入社农户38.2 万户，实现经营收入24.8 亿元，增
加村集体收入1.13 亿元，合作社成员平均增收
6540 元。“村社一体化”村庄188个，村集体经
济收入80 万元以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万
元以上。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15929 家，土地经
营规模化率达到68%。探索实践“国有平台投
资+专业公司运营+农户承包经营”三方共建现
代农业产业园新机制，建成1000 亩以上现代农
业产业园80多处，园区面积38万多亩。

从“一粒种子”到“一桌好菜”，产业
融合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目前，潍坊培育形
成粮食、设施蔬菜、肉鸡、肉鸭、生猪、奶
牛、蛋鸡、朗德鹅、蜜蜂、生姜、大葱、西
（甜）瓜、萝卜、银瓜、蜜桃、大樱桃、山
楂、花生、红薯、柿干等优势产业集群，创
建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1 个、省级 10 个，
创建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 8 个、省级 29 个，
创建国家级“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14 个、全
国乡村特色产业亿元村 1 个、国家级休闲农
业园区 4 个，成功打造了 3 个国家级休闲农业
与乡村旅游示范县。大力发展农村电商，农
产品电子商务企业发展到 2000 多家，农产品
电商店铺 4000 多家，获批国家电子商务进农
村示范县4 个。

潍坊是全国4 个年产蔬菜千万吨级、肉制
品百万吨级的城市之一，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
企业达到 1090 家，营业收入 2516 .4 亿元，为
“一桌好菜”夯实了基础。

随着预制菜市场的火爆，潍坊出台了预制菜
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确立三年全产业
链规模达到3000亿元、培育市场主体3000家、打
造“中华预制菜产业第一城”预期目标。

构筑人才高地

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景色怡人的峡山水库北侧，北京大学现代
农业研究院实验室，美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
学现代农业研究院院长邓兴旺带领“留鸟型”
团队，在小麦第三代杂交育种技术研发方面取
得突破性进展。这项原创性成果已经在7 个国
家申报 3 项国际专利，培育出的抗除草剂玉
米，利用该玉米与大豆间作创新的洁田模式，
取得了一亩地产出1亩玉米和0.81 亩大豆产量的
喜人成绩，科技研发与成果转化在这里跑出
“加速度”。

济济多士，乃成大业。如何打造具有特色
的人才集聚高地？高能级平台，是吸引集聚人
才的“磁石”。潍坊借助北京大学现代农业研
究院、国家现代蔬菜种业创新创业基地、中国
农科院寿光研发中心、国际种业研发聚集区等
一批“国字号”创新平台和36 家院士工作站，
引来一批批高端科研人才。单是北京大学现代
农业研究院，就聚集起33个团队449名人才。

近年来，该市坚持把乡村人才引育放在首
要位置，健全乡村人才工作体制机制，出台人
才新政“20 条”等政策，引进院士2人，全国
蔬菜领域方智远、李天来、邹学校、吴明珠 4
位院士全部受聘担任潍坊蔬菜发展顾问，国家
级领军人才越来越多，面向全国选聘农业科普
大使 12 位，乡村振兴高端人才总量达到 2300
多人。

为让务农者识业务懂技术，潍坊市6 所高
职院校、 17 所中职院校开设51个涉农专业，在
校农科生1.3 万多人。成立潍坊职业农民学院，
创新实施“三三三”高素质农民培训模式，聚
合政府、院校、社会“三方资源”，用好田
间、网络、展会“三大课堂”，培养领头雁、
带头人、新农人“三支队伍”。

近几年，潍坊市建设省级农民教育实训基
地35 处、市级293 处，“田间学校”45 个，搭
建各类农村创业孵化基地40 多个，培育创业创
新人才5300 多人，年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
头人、农业经理人等1.63 万人，培训新型农民
10 万人次。全市农村实用人才总量达 31 万
多人。

文明遍洒阡陌

汇聚向上向善力量

油彩画在了泥坯上。在高密市姜庄镇，聂
家庄泥塑第 23 代传承人聂来忱制作的“泥老
虎”销售极其火爆，半年时间就卖出3万只。

聂家庄泥塑已传承400多年。近年来，姜庄
镇全力推动聂家庄泥塑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吸纳周边3个合作社加入，带动120 多名泥
塑艺人参与泥塑产品制作、批发、零售等，走出
了一条以文化两创助力乡村振兴的“姜庄路
径”。

日前，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的“奋进新时

代”主题成就展上，国家级非遗项目潍坊风筝
惊艳亮相这一“国字号”展览。目前，潍坊市
有风筝企业600 多家，从业人员8万多人，年销
售额20多亿元，产品远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
占据国内市场份额的80% 以上，而在国际市场
的份额更是高达85%以上。

近年来，潍坊市深入挖掘、传承、创新优秀
传统文化，培育23处省级乡村记忆工程遗产展示
点，14个镇级单位被评为“山东省民间文化艺术
之乡”，拥有中国传统村落6个、省级传统村落
30个、省级历史文化名村9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传承人1147 人。鄌郚吉他、诸城黑
陶、杨家埠木版年画、诸城派古琴、高密剪纸、
潍坊核雕、昌邑丝绸，蜚声海外。

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潍坊尤其注重
提升农民精神风貌，全力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建设全覆盖，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
里走。

目前，潍坊行业性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点正
连接、织密一张文明网络，在各行各业探索文
明实践志愿服务新路径，延伸城乡居民幸福生
活半径。青州井塘古村、昌乐响水崖、临朐福
泉村都因文明新风尚注入人民生活愈加多姿，
诸城蔡家沟迎来一批画家新村民，“艺术家农
民化、农民艺术家化”成为特色。

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
量，向上向善的文化是做好基层工作的精神引
领。潍坊地处山东半岛几何中心，是近代海上
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齐文化的腹地、东夷文
化核心区、农耕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从“夙沙
氏煮海为盐”经弥河远传世界、“农圣”贾思
勰著书《齐民要术》到“三个模式”叫响全
国，时间流转中演化出潍坊在全国乃至世界农
业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农村美 产业兴

良好生态成为坚实支撑

“一带碧水穿山过，五色彩带映平湖。”
临朐县嵩山的青龙湾景区，仅2021 年一年，游
客承载量就达到了10 万人，后备厢经济、民宿
经济潜力十足，村民腰包渐鼓。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临朐县，山里
的采石场一个个关闭，昔日开山采石的村民转
行成了栽树护绿的园丁。如今红叶小镇全年游
客超过50 万人次，让旁边的凤凰村户均增收超
过5万元。

在青州市， 900 多个村庄迎来“美丽蜕
变”：“三季有花、四季常绿”“白墙体、灰墙
裙”“地上有花、墙上有画”成为建设“花园村
庄”的标配。目前，青州市已评选出21个“4A
级花园村庄”、18个“3A级花园村庄”。

开窗见绿、推门闻香、移步见景、生态宜
居……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的2022 年中国美
丽休闲乡村名单中，山东有10 个乡村上榜，高
密松兴屯村名列其中。

乡村之美，数不胜数。诸城万亩榛园、安
丘农耕梯田、临朐薰衣草小镇和隐士柿饼“网
红出圈”，让昔日穷乡僻壤引来了游客、富起

了乡邻。
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潍坊市先后投入资

金210 亿元，99.6% 的村庄实现通户道路硬化，
累计完成厕所改造119.5 万户，300 户以上自然
村实现公厕全覆盖，50% 以上行政村建成生活
污水处理设施，全域实现城乡环卫一体化，完
成农村清洁能源 2 0 . 9 万户，乡村面貌焕然
一新。

真正实现农村美目标，农业绿色发展是关
键。近几年，潍坊安全利用类土地全部治理修
复，有机肥施用量逐年递增，化肥、农药使用
量连续多年实现负增长。

对于居民投诉最多的蔬菜秸秆和畜禽粪
污，潍坊如何处理？以生姜秸秆为例，留在地
里难腐烂，焚烧有异味，遇水又会产生恶臭。
福鑫旺姜农业公司联合高等院校，重点研究姜
秸秆的环保循环利用，可从生姜秸秆中提取有
益活性成分，年可处理10万亩姜秸秆。

近年来，潍坊积极推广普及畜禽养殖粪污
资源化利用“5+1 ”机制，规模养殖场粪污处
理设施配建率保持100％，畜禽粪污资源化利
用率达到94.76%。

为示范带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潍坊
以“家居美、生态美、生活美、人文美、精神
富”的新“四美一富”标准，扎实开展美丽乡
村示范创建活动。截至9 月底，全市建成中国
美丽休闲乡村 5 个，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 266
个、市级1500 个，市级美丽乡村示范镇20 个，
美丽宜居示范社区 33 个，各级美丽庭院 27 万
户，创建率超40%。

好支部铸出“金钥匙”

“头雁领航”带出明星村

在赵继斌看来，只要有党员、有支部在，
就没有办不了的事。赵继斌是昌乐县五图街道
庵上湖村党总支书记，他领头创建的“党支部+
合作社”模式在全国开创先河，创立的“支部
领治、村民自治、协商共治、教化促治”四治
模式走在全国前列，让户均年收入超过 10 万
元，村集体年收入90万元。

坊子区洼里村党支部书记刘向东组织村民
发展起有机农业种植，推广“养殖+沼气+种
植”种养循环发展模式，年产有机果蔬 6000
多吨；成立合作社，吸纳本村和周边800 多名
村民加入合作社，实现了从村民口中的“一穷
二白”，到“亿元村”“明星村”的华丽
蜕变。

农村富不富，关键在支部；支部强不强，
关键看班长。近年来，潍坊市涌现出高密松兴
屯村徐林收、寿光东斟灌村李新生、青州侯王
村冯先家等一批“领头雁”。他们像潍坊大地
上的星火，点燃了广袤田野上的创新元素，带
领村民走在乡村振兴道路前列。

干部有劲头，还需好机制。寿光东斟灌村
15 年如一日，探索形成了以“自主议事、自治
管理、自我服务”为主要内容的“三自治理”
模式，青州马石西村的“街坊议事”、高密张
家庄的“道德银行”积分制、青州侯王村“以
孝治村”等治理模式也都各具特色，富有
成效。

潍坊持续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深入
推进“头雁领航”工程，基层党组织战斗力、
凝聚力不断增强。全市镇村基层党组织达到
6743 个，农村党员25.5 万人，全市五星级村党
组织达到2549个，占比达到39%。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是加强农村基层组织
建设的重要任务。潍坊市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
社，将村党组织的政治引领优势、联系群众优势
与合作经济优势结合起来，有效整合、科学配置
区域资源，开展股份合作，拓展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成果，推动“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
农民变股东”，进行国有平台建设农业产业园、
“村企社”共建、“按揭农业”、“农综区+平
台公司”等系列探索，蹚出了立足优势发展资源
经济、盘活资产发展物业经济、因地制宜培育特
色产业、对接需求搞活服务经济、村社一体推动
合作共赢、深化改革赋活产权动能、联合共建发
挥集聚效应等多条发展路径，村集体经济实力持
续壮大。 1— 10月份，全市村级集体经济收入达
到30.2亿元，农村集体经济收入10万元以上的村
达到96.08%。

踔厉奋发启新程，勇毅前行向未来。潍坊
将大力弘扬“三个模式”创新创造精神，积极
探索城乡产业融合、要素融合、公共产品融合
新路径，加快推动农业产业现代化、农村治理
现代化、农民生活现代化，争创“农民农村共
同富裕示范城市”，奋力描绘新时代“三农”
工作的崭新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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