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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野生金百业兴
——— 潍坊以“三个模式”为引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产业篇

推动蔬菜产业发展“最闪亮的星”
——— 中国（寿光）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连续举办24届的“长红”密码

　　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 中共中央
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
于妇女儿童和妇联工作论述摘编》一
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
国发行。
　　妇女事业始终是党和人民事业的重
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全局出发，高度重视和积极推进妇女

工作，加强党对妇女工作的领导，坚持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部署妇
联改革任务，发挥妇女在各个方面的积
极作用，推动我国妇女事业取得历史性
成就。习近平同志围绕妇女儿童和妇联
工作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
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对于新时代
新征程发展妇女事业、做好妇女工作，
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保障妇女儿童

合法权益，引导广大妇女为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作出新贡献，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论述摘编》分8个专题，共计174段
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29日至
2023年3月6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说明、
贺信、指示、批示等50多篇重要文献。其
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习近平关于妇女儿童和

妇联工作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第第二二十十四四届届中中国国（（寿寿光光））国国际际蔬蔬菜菜科科技技博博览览会会展展示示的的新新品品种种、、新新技技术术。。
第第二二十十四四届届中中国国（（寿寿光光））国国际际蔬蔬菜菜科科技技博博览览会会游游客客云云集集。。

    第第二二十十四四届届中中国国（（寿寿光光））国国际际蔬蔬菜菜科科技技博博览览会会，，
参参展展商商现现场场检检测测并并展展示示其其推推广广的的新新番番茄茄品品种种糖糖度度。。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付生 文/图

　　在美丽的季节，来一次美丽的相聚。
随着第二十四届中国（寿光）国际蔬菜科
技博览会的举办，潍坊寿光再次向四海宾
朋发出“相约蔬菜硅谷，共享绿色盛会”的
邀请。
　　经受了疫情的考验，再次迎来线下举
办的菜博会，让人有久别重逢的感觉。从
2000年到现在，菜博会已成功举办了24届，
而且规模越来越大、档次越来越高。
　　如此经久不衰的大型展会在全国也
很少见，活力源泉来自哪里？“来自寿光人
民坚持以创新为引领，在蔬菜产业上数十
年躬耕不辍的追求和探索，不断赋予菜博
会新的时代内涵和使命。”寿光市蔬菜高
科技示范园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燕黎
明说。

　　　　举举办办伊伊始始就就对对标标世世界界先先进进，，成成为为推推

动动全全国国蔬蔬菜菜产产业业发发展展的的““领领跑跑者者””

　　燕黎明告诉记者，举办菜博会是从仰
望星空开始的，旨在瞄准世界最先进的蔬
菜种植技术、最优蔬菜品种，推动寿光蔬
菜产业不断博采众长，领跑全国。

　　从找到冬暖式蔬菜大棚的“金钥匙”
开始，他们就站在了全国蔬菜种植的最
前沿，并坚守“不封闭，不独享”的理念，
无私地向全国各地输出大棚蔬菜技术，
让大棚蔬菜“绿色革命”从当地走向了全
国，让原本冬闲的北方农民迎来了又一
个“春天”。
　　“想要保持优势，走在前列，必须不断
自我加压，提高标准。所以我们通过打造
平台载体，一方面展示全世界先进的蔬菜
种植技术和品种，对标先进，引领发展；另
一方面吸引国内外客商前来合作，取长补
短，增强实力。同时，展示我们自己的进
步，进一步打响寿光蔬菜品牌。菜博会是
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燕黎明说。
　　据了解，第一届菜博会于2000年举
办，展厅面积仅有3500平方米、6个展区，
展出200多个蔬菜良种及部分农用技术。
相对于现在，这些数据较为“寒酸”。但在
当时，很多首次见到的新品种、新技术，
让已发展蔬菜产业十多年的“棚一代”们
也为之“疯狂”。连续多天，参观人数只增
不减，主办方只好把原定5天的会期延长
为16天。
　　从那一年开始，每一届菜博会都以丰
富的内容、全新的面貌、不同的角度，展示

国内外蔬菜产业领域的先进技术、种植
模式，吸引了众多农民、游人、客商、企
业、相关机构、地方政府等前来参观学
习，让菜博会逐渐成为国内规模最大、档
次最高、影响最广的国际性蔬菜产业品
牌展会，成为推动全国蔬菜产业发展的
“领跑者”。
　　数据显示，前23届菜博会共吸引来自
50多个国家、地区和32个省、区、市的3000
多万人次参展参会，实现贸易额2000多亿
元。今年，第二十四届菜博会集中展示了
2000多个国内外蔬菜优良品种、80余种种
植新模式，吸引近1000家企业参展，现场参
观人数达到221万人次，集中签约重点项
目总投资额达149.6亿元。
　　寿光市蔬菜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张
林林介绍，以菜博会为“桥头堡”，寿光成
为全国展示、应用和推广国内外蔬菜种植
新技术、新品种、新模式、新成果的主要地
方之一。而且，常年有8000多名技术人员在
全国各地指导蔬菜种植，让全国新建蔬菜
大棚一半以上有“寿光元素”。
　　正因为如此，在寿光以当地代表性事
件为标志划分的改革开放以来寿光蔬菜产
业发展四大阶段中，菜博会“独占一席”。第
一阶段，以建设蔬菜批发市场为标志，蔬

菜产业逐步成为支柱产业；第二阶段，以
冬暖式蔬菜大棚研制推广为标志，在全国
掀起一场“绿色革命”；第三阶段，以菜博
会举办为标志，集成展示新品种、新技术、
新模式；第四阶段，是当前拓展创新“寿光
模式”……
　　这四个阶段，依次递进，逐步提升，见
证了寿光作为“中国蔬菜之乡”的崛起。

　　　　长长盛盛背背后后是是产产业业的的昌昌盛盛，，全全产产业业链链

让让举举办办菜菜博博会会更更有有““底底气气””

　　从仰望星空开始，也必将由脚踏实地
实现。
　　诚然，菜博会引领了蔬菜产业发展。但
寿光及潍坊蔬菜产业的持续发展也为菜博
会的壮大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长盛背后是
产业的昌盛，这是菜博会“长红”的密码。
　　只因品尝了几口生食甘蓝，就决定购
买5000粒种子回去试种。第二十四届菜博
会开幕的第一天，寿光蔬菜种业集团展位
上迎来了几位从云南远道而来的客人。寿
光蔬菜种业集团副总经理卢国栋热情接
待了他们，虽然双方是第一次见面，但蔬
菜产业让大家很快找到了共同语言。
             （下转2版）

　　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 《习
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法文、俄
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
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
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
海内外发行。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
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录了习近平总
书记在2020年2月3日至2022年5月
10日期间的重要讲话、谈话、演讲、
致辞、指示、贺信等109篇，还收入
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1月以来的图
片45幅。全书分为21个专题，生动
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
互叠加的复杂局面，面对世所罕
见、史所罕见的风险挑战，统筹国
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

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中
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的伟大实践，集中展现了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
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共建美好世界的最
新贡献，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
新境界、实现新飞跃的权威著作。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
中、英文版自2022年7月出版发行
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多语种版的出
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
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增进对中国共
产党过去为什么能够成功、未来怎
样才能继续成功的认识，加深对中
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
解，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四卷多语种版出版发行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陈怀禹 张益阁

  “孩子们是潍坊的希望，守护
他们就是守护潍坊的未来。”有人
问潍城公安分局特巡警大队四中
队中队长郑志波，为什么能够连续
十七年坚守一线、护航高考，这便
是他唯一的答案。
　　6月7日，2023年夏季高考首
日，在潍坊七中考点，郑志波操作
警用无人机在空中巡查，组织特警
队员在考场外巡逻……十七年里，
他一直奔波在保障考场安全的路
上，对于郑志波来说，护航高考既
是责任，也成为了习惯。
　　2006年，34岁的郑志波从部队
转业，成为潍城公安分局南关派出
所的一名人民警察，也开启了他与
高考之间的“缘分”。“那年我第一
次负责考点执勤工作就遇到考生
求助，说是忘了带准考证。”郑志波
告诉记者，记忆中是一名家住坊子
区的考生，从他家到考点往返近40
公里，路上，郑志波一直安慰考生
不要着急，并在开考前45分钟顺利
将考生带回考点，进考场前，这名
考生向郑志波深深鞠了一躬……
　　十七年里，郑志波帮助的学子
不计其数，但对于自己女儿的“人
生大考”，他给予的陪伴却远远不
够。2017年6月6日，在女儿高考的

前一天，郑志波在单位与同事研究
细化调整高考安保方案，次日上午
8时，下夜班回家进行简单整理后，
负责考点安保工作的郑志波与女
儿一同“赴考”。看着身边备考的女
儿，想起其他父母在高考期间对儿
女的陪伴，郑志波心中五味杂陈。
但身为当天的执勤民警，他很快便
投入到工作中，以致于女儿考完后
联系不到正在执勤的父亲，只好独
自回家休息。
　　“穿着警服，就要对得起自己
肩负的责任。”虽然对女儿心有愧
疚，但对其他考生来说，郑志波尽
到了一名人民警察的责任。
　　“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我们的
设备也越来越先进。”当天上午7时
30分，考生及家长陆续到达，郑志
波开始操作警用无人机，密切梳理
考点外围周边隐患。空中巡查过
后，郑志波还要带着特警队员巡
逻。“只有走到了，心里才踏实。”郑
志波说。从当年南关派出所的一辆
老“捷达”，到如今特巡警大队的防
暴装甲车；从当初的橡皮警棍，到
现在的高科技警具。十七年里，装
备一直在更新换代，郑志波护航高
考的初心却始终如一。
　　“只要我没退休，就一直守护
在高考一线。就算退休了，也会主
动当一名高考志愿者，继续服务考
生。”郑志波说。

十七年的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瑗

　　“全国农业看山东、山东农业看潍
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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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分别占全国的八分之一、六分之一。
　　潍坊是农业现代化的新高地。习近平
总书记曾两次肯定“诸城模式”“潍坊模
式”“寿光模式”，并给予山东打造乡村振
兴齐鲁样板的殷殷嘱托。
　　“三个模式”的核心是农业产业化。五
年来，作为全国重要的“粮袋子”“菜篮子”
“肉案子”“果盘子”“种子库”和“农机城”，
全国唯一的农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潍
坊在产业高质量发展上如何持续突破？
　　作为农业大市的潍坊持续做强现代
农业，扩大领先优势，加快建设农业强市。
2022年，潍坊农林牧渔业总产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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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1237亿元，比2018年增长25.7%，第一产业增
加值由2018年的512亿元增加到2022年的
647亿元，增长26.5%。

　　产业领跑，走在前列，推动潍坊由“农
业大市”向“农业强市”迈进，强劲动能铸
就更好潍坊的硬核实力。

    全全产产业业链链融融合合发发展展推推动动产产

业业集集群群强强势势崛崛起起

　　乡村振兴，首在产业振兴。潍坊勇当
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排头兵，把现代农业作
为主业，顺应产业融合发展趋势，构建现
代农业全产业链大格局，农业质量效益和
市场竞争力进一步提高。坚持强龙头、补
链条、兴业态、树品牌，推动全产业链融合
发展。
　　蔬菜、畜禽、农机等产业集群强势崛
起。诸城现代高效畜牧业产业集群、寿光
市品质蔬菜产业集群、安丘市出口农产品
产业集群、青州市花卉产业集群、潍坊市
预制菜产业集群入选省级雁阵型产业集
群……
　　潍坊国家农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
在国务院批准设立后的五年间，聚焦农业
方面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建设，注重开
发农业多种功能和多元价值，推动农业产
业链相加、价值链相乘、供应链相通“三链
重构”。
　　此外，潍坊农业产业示范引领频频：

成立潍坊数字农业联盟，建设潍坊“三农
智慧大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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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5处、5.2万亩的智
慧（无人）农场；开展国家级“区块链+蔬
菜”质量安全应用试点；蔬菜大棚发展到
第七代，手机成为“新农具”；农机生产企
业657家，年产值1010亿元；340大马力CVT
拖拉机填补国内空白……

    ““一一县县一一品品””特特色色产产业业百百舸舸

争争流流

　　产业振兴之所以成为乡村振兴的重
中之重，是因为产业是农村生存发展之
本，只有装上产业“强引擎”，农民才能实
现生活富裕，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才有坚实的物质基础，才能跑出乡村振
兴“加速度”。
　　——— 寿光市打造从一粒种子到一盘
菜的蔬菜产业体系。探索构建以产业为主
导、企业为主体、基地为依托、产学研相结
合、育繁推一体化的蔬菜种业体系，全力
建设“中国蔬菜种业硅谷”，种业企业由十
年前的3家增长到现在的60家，自主研发
并获得植物新品种权保护的蔬菜品种达
到178个，国产蔬菜种子市场占有率由十

年前的54%提升到现在的70%以上，种苗年
繁育能力达到18亿株，成为全国最大的蔬
菜种苗繁育基地。
　　——— 安丘市依托丰富的农产品资源
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优势，主动融入国内国
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打造农业对外开
放高地，乡村产业实现“加速振兴”。2022
年，安丘市380家企业的产品走出国门，实
现交易额4.4亿美元。
　　——— 临朐县坚持政策赋能、科技赋
能、数字赋能、平台赋能、金融赋能，全力
打造以大樱桃为主的果业百亿级产业集
群。全县大樱桃面积发展到12.5万亩，其中
大棚樱桃4.5万亩，年产量8万吨，成为全国
四大樱桃集中种植区之一和全国最大的
大棚樱桃生产基地。
　　——— 寒亭区全区西瓜种植面积达5.2
万亩，产量达15.6万吨，产值约10.6亿元，共
1.2万余人在产业链上增收致富。在今年的
寒亭区第六届西瓜文化节上，郭牌农业西
甜瓜研究院院长杨珊介绍，公司育苗已经
形成智慧化、规模化、市场化格局，还在新
疆阿克苏地区新和县奥依巴格村在内的
11个地方建立了种植基地。
　　——— 昌乐县乔官镇唐家店子村，在返
乡创业青年梁其安的带动下，当地居民靠
一个黄金籽西红柿品种，去年线上销量突

破60万单，销售额3600万元。梁其安等人牵
头建立的“番茄王国”，如今成为乡土人才
的孵化器，仅唐家店子村就有100多人参
与网上直播。

    产产业业新新赛赛道道潍潍坊坊““三三农农””走走

在在前前列列

　　项目是发展现代农业的主引擎。潍坊
建设了正大360万只蛋鸡全产业链项目、
新希望六和年出栏300万头生猪项目、优
然牧业10万头奶牛牧场项目、仙坛1亿羽
白羽肉鸡全产业链项目、民和肉鸡加工项
目、中粮粮谷90万吨粮食加工项目、正大
寿光果蔬产业园项目、千喜鹤中央厨房项
目等一批大项目、好项目，不仅补齐了产
业链条和短板，更带来了新理念、新技术、
新模式。
　　潍坊将多年来形成的农业现代化优
势与产业创新紧紧绑在一起，建成投用了
“一区一院两中心”，为现代农业产业发展
打造强支撑力的产业高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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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今年5月，我市诸城市、高密市、
安丘市参与的山东省肉鸡产业集群入选
国家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今年，被称为下一个“万亿元级”产业
的预制菜，首次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在
“三个模式”引领下，探索促进粮头食尾、
农头工尾发展模式，加快一二三产业深度
融合，潍坊始终走在前列。
　　去年4月，潍坊市提出建设“中华预制
菜产业第一城”：大力发展预制菜产业，计
划用3年时间，培育3000家市场主体，全产
业链规模突破3000亿元。
　　从“菜篮子”“肉案子”到一桌好菜，潍
坊底气十足。年产猪牛羊禽肉超过110万
吨，年产蔬菜超过1200万吨，两项排名在
全国数一数二，再加上诸城市这个国内重
要的食品加工机械产业基地，潍坊在“万
亿元级”产业新赛道上笃定前行。
　　目前潍坊预制菜市场主体达1871家，
仅次于深圳、长春。其中，生产加工企业
909家，位居全国第1位。仅得利斯研发团
队就开发了近千种预制菜。
　　近日，“2023十大预制菜产业基地”排
行榜发布，潍坊诸城市、寿光市两地上榜。
　　在“三个模式”引领下，产业兴旺，动
能澎湃，潍坊绘就一幅现代农业高质高效
的美好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