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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寿光市建设全国蔬菜产业综合服务基地——

丰富菜园子 再鼓“钱袋子”
本报记者 王金虎

引导农村网红健康可持续发展

拓兆兵

本版编辑 徐 达 美 编 夏 祎

日前，记者走进位于深圳宝安区铁岗水库旁

的桃花源科技创新园，一个巨型机器人映入眼

帘。“这是我们利用报废汽车及其他电子配件搭建

而成的，旨在传递资源循环利用的绿色环保理

念。”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坤说。

2002 年 4 月份，格林美入驻桃花源科技创新

园，先后突破废旧电池、电子废弃物、报废汽车、镍

钴钨稀有金属废物、动力电池循环利用、三元动力

电池前驱体“芯”材制造等关键技术，已成长为全

球废物再生行业的领军企业，在国内 11 个省份建

成 16 个废物循环与新能源材料园区。

多年来，作为宝安区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桃

花源科技创新园相继孵化出格林美、华测检测等

6 家上市企业，引进了华图测控、恒运昌等一大批

技术领先企业，累计孵化企业 358 家、孵化项目

723 项，产出专利 5500 余件，参与制定国家及行业

标准 192 个，涉及电子信息、光机电、新材料、生物

工程、医疗器械等多个国际前沿领域。

自 2001 年 11 月 3 日第一家科技企业入驻桃

花源科技创新园以来，园区迅速发展成为集科技

研发、科技成果转化、公共检测、科技人员创业、软

件开发应用、科技交流和培训于一体的科技企业

孵化平台，并于 2006 年被认定为国家级孵化器。

如今，依托桃花源科技创新园的成熟模式和经验，

宝安区沿着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高地的发展目

标，加快打造集“众创空间—科技企业孵化器—科

技产业园”于一体的“科技桃花源”创新载体体

系。截至目前，发轫于桃花源科技创新园的宝安

区，由 1 个桃花源科技创新园相继建成 88 家“科技

桃花源”，为 8000 多家企业提供产业空间 860 多万

平方米，其中国家级孵化器 17 家，总量居深圳市

第一位。

近年来，宝安区陆续出台《关于促进科技桃花

源升级发展的实施办法》《关于推动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的若干措施》《关于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

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等相关政策文件，不

断完善科技创新载体建设、提升服务水平，并充分

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和杠杆作用，对国家、省、市

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给予相应的配套奖

励，充分激活产业发展动能，引导高新技术企业向

“科技桃花源”集聚发展。

为提升“科技桃花源”的服务水平，宝安区在

“桃花源”园区培育认定过程中，将运营管理团队

作为一个重要衡量指标，持续强化园区运营团队

建设与人员培训，提升园区专业运营软实力；同

时，积极引导园区与科技服务机构、产业技术联

盟、行业协会等加强合作，整合专业力量，推进园

区公共创新平台、科技金融服务等落地，提升园区

科技服务软实力。2021 年，园区共帮助 439 家科

技企业达成供需对接意向，100 多家科技企业获

得 一 对 一 服 务 ，帮 助 科 技 企 业 破 解 发 展 难 题 。

2021 年初，“桃空间”园区服务系统正式上线，实

现“科技桃花源”园区信息数据的动态更新收集与

分析，可为企业提供更精准的分级服务。

得益于“科技桃花源”的集聚效应，宝安区科

技创新引领力日益增强，逐步实现从制造大区向

智造强区转变。2021 年，宝安区规上工业产值近

83.2%是高新技术产业产值，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对规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达 78.4%。目前，宝安区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总量达 6759 家，总量居广东

省第一位、全国第二位，其中包括 10 家单项冠军

企业、52 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252 家省级

“专精特新”企业，国家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数

量均居深圳市第一位；科技中小企业总量达 7201

家，约占深圳市三分之一，连续 3 年总量居深圳市

第一位；宝安区专利授权数总量达 63489 件，约占

深圳市的四分之一，在深圳市排名第一位。

“宝安区正通过空间秩序重构、片区交通改

善、配套服务提升、产业空间挖潜，重构 1 平方公

里的桃花源科技创新生态园，立足连片空间释放

重构，发挥山、水、湖等生态特色，用 3 年左右时间

打造引领未来、全国示范五星级总部驿站和最美

产业会客厅。”宝安区科技创新局党组书记、副局

长王大勇说。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直

播、短视频进入门槛越来越低，农村网

红应运而生。小小的直播间，不但成

为宣传农村、了解农村的新窗口，也催

生了新的农村商业模式，推动了农村

经济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村网

红的兴起是一件好事。

然而，在部分地区，农村网红“红

得快凉得也快”，账号粉丝数量骤减、

直播间无人问津的现象也值得注意。

如何引导、促进农村网红健康可持续

发展，值得深入思考。笔者认为，至少

需要做好三个方面工作。

一是管理上要加以规范。农村网

红的短视频是基于农村状况的真实记

录或加工创作，农村的生活场景和风

土人情是农村网红发展的土壤。但其

所传播内容的质量高低有别，传播效

果有优劣之分。这就要求，一方面要

对涉嫌传播陋习的情况加以制止，打

击低俗内容，阻断“病毒”的传播，营造

和维护文明和谐的网络环境；另一方

面，要充分考虑公序良俗。我国农村

广大，各地风俗迥异，一个地方被认为

很正常的风俗，在其他地方可能就难

以接受。因此，要适应大多数人的审

美和观念，特别是要符合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二是技能上要予以支持。在缺乏

规范引导和培训的情况下，有的人可

能仅仅将网络空间作为消遣娱乐的场

所。这就需要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对

农民进行技能培训，讲授互联网知识，

注重常态化运营，把互联网与发展生

产紧密结合，为农村网红提供孵化和

健康成长的土壤，增强包装和营销能

力，让他们通过电商直播、社群营销等

方式，促进特色产品销售，实现经营模

式创新和数字化转型升级。

三是内容上要推陈出新。近年

来，农村网红在宣传和促销当地农产品方面发挥了积极作

用。在网红的助力下，一些面临滞销的蔬菜水果等农产品

卖了出去，解了农民的燃眉之急，促进了农民增收。也正是

看到这种作用，有的地方政府对网红产生了依赖。实际上，

网红仍是新生事物，其发展可能有周期性，走红一段时间后

光环或许会消退。因此，要加大对有潜质、正能量的农村网

红的孵化与指导，创作更多适应新潮流、新形势的新内容，

不断推陈出新，把更多农产品销售出去，带动更多农民就业

和增收。

农村网红是新生事物，潜力巨大。只有加以引导、善于

利用，才能使其健康发展，为乡村振兴作出更大贡献。

日前，在山东潍坊寿光洛城街道东华蔬

菜专业合作社，菜农李志刚拉着一车彩椒前

来过磅，只见他拿出手里的卡轻轻一刷，136

公 斤 、7.2 元/公 斤 ，相 关 信 息 接 入 手 机“ 云

端”，实现了“云”上交易。该合作社负责人庞

东告诉记者，菜农到合作社销售蔬菜，只需刷

一下卡，蔬菜款就自动结算给菜农，改变了传

统经营结算模式，实现了蔬菜的可追溯。

近年来，寿光市主动融入潍坊国家农业

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聚力建设全国蔬

菜产业综合服务基地，按照“做强两端、提升

中间”的思路，前端重点做标准研发、种子研

发和技术集成创新，后端重点培育特色蔬菜

品牌、打通高端销售渠道，中间以合作社、家

庭农场为主体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抢占

蔬菜全产业链“微笑曲线”的两端，全方位提

升农业核心竞争力。

国产种子是主力

在丹河设施蔬菜标准化生产示范园的智

能玻璃大棚，一个个小甜瓜悬挂枝头。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这是寿光蔬菜种业集团自主

研发的新品种，皮薄肉甜，深受市场认可。除

了甜瓜，这里还栽植着寿光自主研发的黄瓜、

番茄、辣椒等品种，它们的诞生地位于智能大

棚北边的山东省设施蔬菜技术创新中心。程

琳是这里推动蔬菜种业发展的积极践行者和

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推动者之一。

程琳是浙江大学蔬菜学博士，2012 年进

入蔬菜育种领域，她带领团队开展蔬菜作物

基因挖掘、重要分子标记开发、抗性材料创

制、品质改良和种质创新等技术攻关工作，已

培 育 自 主 知 识 产 权 品 种 70 个 ，品 种 登 记

21 个。

越来越多的菜农认可国产品种、认准“自

主研发”。在寿光市三木种苗有限公司的新

品种示范棚内，3000 多个试验品种的蔬菜整

齐健壮，一穗穗果子挂满枝头，长势喜人。“我

们通过新的育种手段，在保持番茄口感的基

础上，提高了果子硬度，品质不输国外品种。”

该公司董事长刘树森说。

在寿光，既有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

大学等国字号科研平台，以及先正达、瑞克斯

旺等国际一流种企，又有三木种苗、潍坊科技

学院蔬菜种子研发中心等本地种企和研发中

心，多种力量强强联合，国产种子的占有率由

2010 年的 54%提升到 2019 年的 70%以上，初

步建立了“产学研结合、育繁推一体”的商业

化育种体系，成为潍坊国家农业开放发展综

合试验区的蔬菜种业创新示范区。

经营体系更高效

在稻田镇崔岭西村众旺果蔬专业合作社

的一张蔬菜运输路线图上，“品质蔬菜，一路

向北”8 个大字印在上面，从寿光到满洲里再

到多个国家。这家国家级农民合作社示范

社，每年向国外出口蔬菜近 2 万吨，销售额超

1 亿元。

“目前，合作社拥有社员 161 户，社员的

蔬菜价格平均每斤高出市场价格 0.2 元，每年

可为社员增收近 3 万元。”崔岭西村党支部书

记崔玉禄说。合作社成立以来，坚持统一种

植标准、统一品质管控、统一品牌销售。

“我们把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推

进农业现代化的抓手，全力推动小农户与大

市场有效衔接，让分散农户搭上规模经营的

快车。”寿光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光景说，

寿光已构建了以合作社联合会为龙头、15 家

镇街合作社分会为骨干、68 家潍坊市级以上

示范社为支撑的高品质合作社架构，带动

80%的农户进入产业化经营体系，扭转了“一

家一户单打独斗”的局面。

目 前 ，寿 光 农 民 专 业 合 作 社 已 发 展 到

3110 家，其中果蔬类合作社总数达到 2128

家，涉及农户 12.8 万户，农民出资总额 52 亿

元，辐射带动农户 18 万户。

圣城街道南马范村的李鹏大学毕业后一

直跟随父亲从事蔬菜种子种苗行业，在积累

经验后，投资创建邦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专

门从事种苗培育，把农村当成实现梦想的舞

台。如今，他的育苗基地年培育销售优质苗

木 1000多万株，他成了远近闻名的育苗能手。

寿光市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中心主任王鸿

儒表示，目前寿光家庭农场呈现多元化发展

趋势，覆盖面逐步拓宽，农场经营者综合素质

较好，管理水平较高，大部分农场主专业知

识、实践技能较强，懂政策、懂经营、会管理。

增收空间正拓展

市场是检验品牌的重要标准，寿光按照

“区域+企业+产品”三位一体的思路，全力推

动打造蔬菜品牌。

在崔岭西村，“草莓西红柿”的注册品牌

为“崔西一品”，由众旺果蔬专业合作社统一

技术服务、质量检测、注册品牌并统一包装销

售，成功打通了北京、上海及粤港澳大湾区

市场。

“草莓西红柿”的成功推广，是寿光市打

造蔬菜品牌的缩影之一。近年来，寿光市积

极引导企业开展品牌创建，目前拥有“乐义蔬

菜”“七彩庄园”2 个中国驰名商标，认证“三

品一标”农产品 300 多个，桂河芹菜、古城番

茄等 15 个产品入选农业农村部全国名特优

新农产品名录。2019 年，粤港澳大湾区“菜

篮子”产品潍坊分中心落户寿光，当年认证基

地就达到 56 家。

如今，“寿光蔬菜”已成为寿光亮丽的城

市名片，形成了自己的公用品牌，寿光也成了

全国名副其实的“菜篮子”。为实现“寿光蔬

菜”品牌的规范升级，在 2019 年成功注册“寿

光蔬菜”地理标志集体商标后，寿光市依托寿

光蔬菜合作社联合会作为区域公用品牌的管

理单位，制定了“寿光蔬菜”区域公用品牌管

理办法，明确了品牌使用标准和产品要求。

瞄准消费升级，发力精深加工，是寿光蔬

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寿光积极

开拓优质蔬菜、功能蔬菜、净菜、鲜切菜、预制

菜等产业新业态，完成了从初级产品到精深

加工产品的链条延伸。

近日，记者在寿光市金投御达祥中央厨

房加工车间看到，削切好的土豆片、芹菜条、

芸豆条、萝卜丝、辣椒丝等预制菜摆放整齐。

目前，公司为潍坊市内 170 多所大中小学校、

80 多家大中型企业食堂、100 多家餐饮店提

供预制菜配送。

近年来，为全方位提高“寿光蔬菜”市场

竞争力，寿光在推进安全生产、品牌建设的基

础上，大力培育蔬菜深加工和销售主体，推动

蔬菜产业全产业链发展，建立了从原始食材

到预制菜品工业化量产的现代化生产体系，

加快向蔬菜全产业链延伸。

如今，寿光的农业发展已从过去主要依

靠增加资源要素投入转向主要依靠科技进

步，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在逐步解决小

规模分散经营生产成本高、比较效益低等问

题，农民也变身“产业工人”，在全产业链上获

取稳定的收益⋯⋯寿光以构建现代农业产业

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为抓手，使农业焕

发新生机、新活力。

深圳宝安区累计建成科技桃花源 88 家——

创新孵化平台绽放科技之花
本报记者 杨阳腾

图为格林美数字化云智能控制中心图为格林美数字化云智能控制中心。。

文阳洋文阳洋摄摄

左图左图 工作人员工作人员

在丹河设施蔬菜标准在丹河设施蔬菜标准

化生产示范园进行吊化生产示范园进行吊

蔓作业蔓作业。。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7 月 30 日，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郭家坝镇白云山村海拔 1800 米的大金坪“云上花海”景区

云雾缭绕，吸引众多游客到山顶赏花海、夏日享清凉。近年来，大金坪经过生态修复，已将昔日

的废弃矿山、荒山秃岭变为花海，建成“云上花海”景区，有效促进当地村民增收致富、助力乡村

振兴。 郑 坤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