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张 蓓 报道
  本报寿光讯 近日，2023年第十三届两岸汉字
艺术节在寿光市历史文化中心开幕，作为本次活
动重要内容的“齐鲁古风地·最忆是潍坊”非物
质文化遗产展同步登场，来自海峡两岸书法、篆
刻、雕塑等领域的近百位名家和千余名观众到场
参观。
  该展览以“齐鲁风情，潍水家园——— 传承千
年绵延不灭的薪火温度”为主题，分为“潍坊手
艺”“潍坊味道”“潍坊创意”三大展览板块。潍坊风
筝、潍坊核雕、青州红丝砚、昌邑丝绸、恒盛斋点心、
诸城绿茶、寿光果蔬脆等数十个项目的传承人以及

峱宝宝、瓷老虎等文创展品进行了现场展演、展
示和售卖，受到观众广泛赞赏和青睐，多种非遗
和文创产品在短时间内销售一空。

  □记者 张 鹏 报道
  本报潍坊讯 稻菽千重浪，瓜果十里香。
9月23日，潍坊市2023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开幕式
在安丘青云山文化广场举办。庆丰收，农民是主
角，特色农产品少不了，辉渠小米、新鲜大姜、安
丘蜜桃等几十种品牌农产品目不暇接，农民画、
民俗演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出精彩纷呈。当
天，潍坊各地也都纷纷举办丰收节活动。
  当前，丰收的夏粮颗粒归仓、田野里的
秋粮丰收在望，乡村产业蓬勃发展、乡村面貌
焕然一新、农民生活显著改善，为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市奠定了良好的
基础。
  自2018年以来，潍坊市顺应广大人民的

期盼，以“三个模式”为引领，统筹推进五大振
兴，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先行区取得明显
成效。5年来，农业总产值增长25 .7%，达到
1236.8亿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37%，达到25639元，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到
1.91比1。
  “今年上半年，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第一产业增加值、蔬菜总产量、肉蛋奶总产量
等五项指标总量继续保持全省第一，增速高
于全省平均水平。夏粮连续三年实现面积、
总产、单产‘三增长’。”潍坊市农业农村局副
局长于鹏展说。
  潍坊特色农产品，无论量与质，均引得参
会客商赞不绝口。“柘山蜜薯”展区前，安丘市

柘山镇金钱洼村党支部书记郭世学现烤现
“卖”，让来人在品尝的同时，还介绍他们村蜜
薯的优势，引得围观市民纷纷订购。为了加
大推广这份“甜蜜事业”，丰收节开幕式后，安
丘市紧接着要举办第一届小米文化节和第二
届蜜薯节。
  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
终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潍坊市紧紧
围绕稳面积、提单产、增产能，实施好粮食产
能提升行动，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1030万亩，
总产稳定在87亿斤左右，今年夏粮又喜获丰
收。同时，该市推动蔬菜产业提质增效，播种
面积达300万亩，总产量达1300万吨，蔬菜产
业集群入选全国首批50个优势特色产业集

群；稳定发展生猪生产，能繁母猪存栏29.54万
头，加快奶牛肉牛“双十万”工程建设，万头奶
牛场达到6处，肉牛产业强镇达到4个，肉蛋奶
总产量达170万吨。
  在粮食和主要作物丰产丰收的同时，潍
坊农业优势更加彰显，乡村底蕴更加鲜明，发
展活力更加迸发，农民农村更加富裕。各县
市区农业也是各有特色、各美其美，如本次丰
收节举办地安丘市，农产品畅销日韩、欧美等
80多个国家和地区。现场展示的智慧农机大
都产自潍坊，只需移动终端设定好，就能高效
完成各类农事任务，智慧互联系统还可嫁接
农业服务、食品溯源等领域，将丰产增收落地
生花。

  □记 者 石如宽 
   通讯员 张永升 报道
  本报寿光讯 目前，寿光市100多个部门单
位、15个镇街、975个村（社区）全部建立宣讲小
分队，各类宣讲人员达到3000多人，塑造了“小菜
篮·微宣讲”品牌。
  寿光市把宣讲阵地建在群众身边，把宣讲
活动开到群众中间。该市结合新时代文明实
践，建设基层“宣讲角”“家长学校”，用好
寿光融媒体中心广播村村响、寿光云App开通
“空中讲堂”“线上云讲堂”，开展各类灵活多
样的宣讲活动。今年以来，寿光开展宣讲活动1万
多场次。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9月20日，记者来到寿光市古城街道见到
蔬菜育种专家李洪生时，他刚完成定植计
划，1000多株番茄贡、黄瓜贡、辣椒苗陆续
被移栽到温室大棚中。在这些组合中，他想
培育出口感、品相更佳的番茄，高产好看的
耐热型黑绿皮黄瓜，以及更香、更辣、更有
旋转度的陇椒。
  “育种要有明确的目的。”李洪生说。这
些明确的目标来源于他多年的积累。出生于
1980年的李洪生在18岁时就接触到育种。当
时，优质的种子进入寿光，寻找示范户为种子
作展示。李洪生让把实验品种在自家的棚里
免费试种，给对方做好各种数据记录。

  李洪生钻进大棚，记录实验种子的长
势、叶片大小、形状，果实的重量、抗病性
等，积累基础数据。同时，他注意收集种子
资源。大量的基础工作培养了李洪生的耐
心，也让他逐渐明确了研发的方向。
  荷兰、以色列等国家的红果番茄很有优
势，产量高、抗病性好、耐运输，接近红果番茄
的天花板。李洪生认为，要是把他们的硬度、
果形好、产量高这些优良基因用到我们中国
人喜欢吃的粉果番茄上，我们也就有优势了。
  目标很明确，前进的路却也艰难。那
时，除了繁重的工作，他还面临经济上的压
力。种棚卖菜的钱和销售种子的钱，他都用
在研发上。除去租赁大棚的费用和人工成
本，费用经常捉襟见肘。为此，李洪生借过

亲戚的钱，也从银行贷过款。
  不过，李洪生坚信，汇集了全球蔬菜种
子的寿光是个风水宝地。多年积累有了回
报。2008年，李洪生培育出的粉果番茄瑞星
5号，具有了果形好、产量高这些优点，又
有了中国人喜欢的口感，在温室番茄中获得
一席之地。随后，他又研发出瑞星大宝番茄
品种，把大果和早熟本身两个很难兼容的特
性，在瑞星大宝上实现了统一。
  在育种过程中，李洪生发现TY病毒在
亚洲和欧洲有两个抗病资源，一个是TY1，
一个是TY2。TY1有水平抗性，它就像一个
板一样，压力大了之后这个板就弯了，但它
没断。TY2有垂直抗性，但如果病毒变异，
它的抗性就不存在了。

  李洪生用了十年把TY1和TY2两个抗病
性结合到一起，在业界首次让番茄具有了高
抗病性稳定高产。
  如今，李洪生已培育出蔬菜新品种上百
个，如黄小鸭系列的口感小番茄，高产耐热
的黑绿皮小黄瓜和香辣的陇椒、苏椒等。
  2019年，李洪生注册了山东芯科蔬菜种
子研究院有限公司，可以独立进行蔬菜种子
的研发、推广、销售。
  在寿光市古城街道，像李洪生这样的蔬
菜育种园区还有很多。近年来，寿光市古城街
道打造“一核三带”育繁推产供销一体化示范
区，开展建园区、增产能、提品质专项行动，年
育苗量突破9亿株，种子种苗产业年销售额超
2.5亿元。

  □ 本 报 记 者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王靖波

  青州市弥河镇下院村的村民
祖爱国和陈小丽夫妇，同为1990
年生人，今年在青州不夜城内经
营着手造馆和汉服馆两个店面。
陈小丽之前在青州市区销售家
具，祖爱国在一个工厂上班。“不
夜城就在我们老家的家门口，公
婆帮着看孩子，我们专心经营，现
在两个店的营业额和发展态势比
预想的好。”陈小丽说。
  青州不夜城为弥河镇引进的
项目，自2022年国庆节开业以来，
夜间已累计接待游客超120万人
次。弥河镇乡村旅游的发展吸引
了不少年轻人就业创业。2009年，
桐峪沟村被列为九龙峪旅游开发
建设范围，景村同建启动。2011年
全村新建楼房102套，多层单元楼
房118套，220户村民全部从老村
搬到新村。从那时起，众多在外打
工的年轻村民开始在家门口找到
工作，有118位村民在九龙峪景区
工作，其中自主创业的有42人。
  1987年出生的刘娟和家人住
上了150多平方米的楼房，村民每
人每年能够得到3000元分红。上
楼后，刘娟在九龙峪景区民宿做
民宿管家和仓库保管，月收入
4000元。她丈夫在景区开发项目
中干活能月收入8000元。如今，桐
峪沟村在家长期居住、工作的村
民增至670人，相比之前留守的
153人，增加了3倍多。
  人才因产业而聚，产业因人
才而兴。“我们做大现代农业，做

强花卉产业，做优乡村旅游，千方百计盘活人才存
量、扩大人才增量，吸引一批留得住、用得好的人
才。”青州市弥河镇党委书记李福建说。
  在黄泥沟村，村民段扬波正安排工人把一盆
盆的“达丽尔芝英”网红草装箱装车。段扬波的妈
妈李书云正在一边拔草，却不知道这草的名字。

“现在种植销售都是孩子帮着弄，我们只是给打打
下手。”李书云说。段扬波之前在青州一家物流公
司上班，看到父母年龄大了，不懂得网络销售，就
回家经营花草。之前，李书云种植的都是卫矛、欧
石竹这样的“老式”花草。段扬波现在种植的是园
晶草、火星花、蓝羊毛、金叶卫矛等新奇的花草。
  以前，父母每亩地的投资只有1万多元，而段
扬波现在有近20亩花圃，每亩投资就有十四五万
元。“高投资才有高产出，现在弥河有完善的花草
种植运输销售系统，我们敢于投资创业。”段扬波
说。 
  依托青州花卉规模品牌效应，弥河镇形成打
造14个花卉专业村，带动群众从事花卉产销，形成
销售收入30亿元的花卉产业集群。
  和黄泥沟村相邻的大关营村，32岁的王瑞霞
和公婆一起育银瓜苗。青州银瓜是青州市名优特
产，原产于弥河沿岸，有500多年的栽培历史。
  王瑞霞家种植着2个温室大棚和8个拱棚的银
瓜，是有名的银瓜种植大户。2020年，在机械厂做保
管员的王瑞霞看到公婆年龄大了，运输、销售银瓜
都困难，就辞去工作。当年，她参加了青州市农业农
村局举办的高素质新农民经济带头人学习培训。回
到村里，王瑞霞一边学习银瓜的种植管理，一边利用
网络、人际关系，扩大销路。曾经有些滞销的银瓜，在
王瑞霞的带动下，线上线上发力，逐步畅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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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让番茄具有高抗病性稳定高产
蔬菜育种专家李洪生专心搞研发，共培育出蔬菜新品种上百个

潍坊各地纷纷举办丰收节活动

夏粮颗粒归仓 秋粮丰收在望

乡村振兴看潍坊

  □ 本报记者 张 鹏 杨学莹

  粼粼水面旁，农人手把镢头刨出一墩
墩芋头，提起秸子上下一抖，包裹在芋头
上的沙土轻松洒落。
  这是昌乐县高崖水库库区，这里的
“白塔”芋头皮薄、肉嫩，滑中带面、香
味醇厚。“库区周边20多个村均有种植，
是当地的传统主导优势产业，‘南有荔
浦，北有白塔’正逐步成为现实。”库区
党委书记、主任李庆安告诉记者。
  9月20日，昌乐县高崖水库库区中国农
民丰收节暨农产品品牌发布会在水库西岸
的窝铺村举办。本次活动集文化、农业、
旅游、文创、研学于一体，由昌乐县委宣
传部、县农业农村局、县文化和旅游局、
县文明办、县融媒体中心、高崖水库库区
管理服务中心共同举办。
  昌乐多部门一起为土特产品站台，志
在凝聚合力提升土特产品牌。“近年来，

昌乐县围绕‘地多产出，农民多挣钱’的
目标，乘着乡村振兴的东风，实施品牌强
区发展战略，统筹整合生态、文化、产业
等各种资源，积极探索新产业、新业态、
新模式。”昌乐县委副书记李秀欣说，库
区要以“白塔”特色农产品品牌发布为契
机，精准把握农业农村发展的新机遇、新
挑战，持续挖掘和开拓农业农村发展的巨
大潜力、广阔空间和光明前景，实现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美的良好局面。
  “白塔”芋头品牌渐成。李庆安说，
库区是昌乐县的饮用水源保护地，拥有得
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优势，今年刚上市时，
芋头达10多块钱一斤，今年仅6000 亩“白
塔”芋头一项收入预计过两亿元。今年，
库区多方筹资改造提升电商小院，打造电
商孵化基地，培育农村网红直播，“白
塔”牌农产品品牌价值进一步提升。
  除品牌提升外，作为潍坊国家农综区
的辐射区，昌乐县还向开发农业多种功

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要效益。位于乔官
镇的番茄王国，潍坊自然邦生态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与青岛农业大学联合研发了AI+
5G人工智能种植系统，实现对不同生育期
的西红柿精细化的温、光、气、水、肥自
动化控制，并且将生产数据作为持续优化
的重要支撑，既实现了高品质的标准化生
产，又降低了30%的人工费用。
  “土特产”不仅成了赚钱的买卖，还
持续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要效益，
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增强市场竞争
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昌乐县自2010年开
始引进种植贝贝南瓜，经过十多年的不懈
努力，逐步发展为全国最大的贝贝南瓜集
散地；“昌乐西瓜”连续13年领冠西瓜产
业第一品牌，昌乐县被评为国家西甜瓜产
业技术体系“一县一业”示范样板县、山
东省第三批现代农业产业园，宝都街道获
评2022年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产值超十亿元
镇，红河镇获评全国农业产业强镇。

昌乐不断提升农产品品牌价值———

6000亩“白塔”芋头预计年收入过两亿

潍坊非遗在第十三届

两岸汉字艺术节受青睐

寿光塑造

“小菜篮·微宣讲”品牌

  □记 者 张 鹏 
   通讯员 高 亮 刘 通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近日，盒马鲜生创始人到潍坊市
坊子区考察，20 余家医药行业的优秀企业参加国
药（潍坊）医疗科技产业园招商推介会……一拨拨客
商前往坊子区，不少新项目落户坊子区，成为推动
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力引擎。
  今年以来，坊子区立足自身产业布局，瞄准元
宇宙、智能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电子等9条
新经济产业赛道，依托元宇宙配套产业园、潍坊国
际智能制造城等重点产业园区，全力开展“双招双
引”突破年活动。该区创新“链主企业+平台公司
+服务部门+属地街道”联动招商的模式，把“链
主”企业的集聚效应、园区平台的承载能力和政府
的政策优势融合到一起，打出一套政企联动、精准
招引的组合拳，截至9月份，共对接洽谈项目422
个，新签约项目42个，新增到位资金66.79亿元。此
外，已有256个项目纳入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推进
机制管理，其中新建项目158个，累计完成投资
150.94亿元。

坊子区聚力招商引资

推进高质量发展

  □记 者 张 鹏 
   通讯员 李海军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近日，在第20届中国——— 东盟博
览会上，潍坊市组织20余家企业130余种产品参
展，展示“潍坊农品”品质优势，扩大品牌影响
力。展示会现场，“潍坊农品”以走播形式进行了
现场推介，品牌方邀请观展客户、市民交流品鉴体
验，推广潍坊知名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优秀企业
的代表产品，持续扩大潍坊农产品品牌朋友圈。
  博览会期间，潍坊市多家企业与外地客商进行
了深入洽谈。寒亭区绿之园合作社与潍坊自然邦生
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山东中农
格瑞农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广西现代立新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进行了现场签约，签约金额达2.8亿元。

“潍坊农品”

走出去扩品牌

  □记者 张 蓓 报道
  本报潍坊讯 9月22日，潍坊经济开发区金秋消
费文化节暨北辰谷德茂商业综合体运营启动仪式
举行。
  城市商业综合体具有较强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
应。北辰谷德茂商业综合体作为潍坊市主城区北部
第一家投入运营的大型综合性生态购物中心，将打
造市区北部消费新地标。
  今年以来，潍坊经济开发区把促消费作为推动
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重要抓手，多措并举促进消费
回补和潜力释放，构建起以北辰谷德茂、麦德龙商
场、百大悦尚为核心的15分钟便民生活圈，全区消费
市场持续繁荣，总体呈现结构优化升级、新动能加速
形成、增速平稳向好态势。

潍坊经济开发区

金秋消费文化节启动

  □记 者 张 蓓 
   通讯员 高庆帅 李鹏飞 报道
  本报潍坊讯 今年以来，潍坊市寒亭区围绕盐
碱地土壤改良治理难题，深入推行校地企才多元联
动工作机制，全面提升校地合作实效，助力盐碱地
创效。
  组织科技人才专员、职能部门业务骨干成立企
业人才服务团，深入走访郭牌农业等涉农企业，建立
常态化双向联动反馈机制，精准摸排企业需求。发
挥科技人才专员驻校优势，常态化组织开展校企对
接活动，先后邀请农业领域的专家30余名来区调研，
创新提出治理盐碱地“四维改良法”，土壤含盐量降
低30%～50%，pH值下降0.2～0.25，粮食亩产量年增
200公斤，为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校地企才联动

助力盐碱地创效

  □记者 都镇强 报道
  本报高密讯 9月23日，在高密市2023
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现场，高密市柏城镇等
各镇（街）的特色农产品纷纷展出，得到了
不少群众青睐。在这些特色农产品里，不
少是当地土地股份合作社的产品（上图）。
  今年以来，为增加集体收入、促进农业

增效、确保农民增收，高密市以党支部领办
合作社为抓手，闯出一条可复制和可推广
的土地流转、大田托管路子，真正让土地

“活”起来、集体“富”起来、乡村“兴”起来。
截至目前，全市已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337
家、联合社9家，入社社员达到2.7万户，农业
社会化服务面积达160万亩次，其中全程土

地托管面积27.82万亩，占全市粮食作物种
植面积的26.01%。今年1-8月份，实现集体
增收2040.11万元。
  这几天，在高密市柏城镇郝家庄村委会，
前来签订大田托管协议的群众络绎不绝。“这
是个好政策，既有保底收入，又能有时间外出
务工。”正在签订协议的村民说。

土地托管 助农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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