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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也推“标准化”
高效农业“添活力”

近日，孟津都市生态农业、洛宁苹果矮密栽培入选省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

近日，我市省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家族又添两名新成员：孟津县都市生态农业标准化
示范区和洛宁县苹果矮密栽培标准化示范区。近年，农业标准化已成为促进我市高效特
色农业发展的强劲助推器，孟津西瓜、洛宁苹果、偃师小麦……一个个登上高效特色农业
的大舞台，成为我市农产品金字招牌。

记者近日从孟津县县城出发，沿着孟扣
路一路东行，便到了位于朝阳镇阎凹村的洛
建生态观光园，这是我市今年刚申报成功的
省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之一。

上午 10 时 30 分，新鲜的西红柿、黄瓜、
青椒、甜瓜等果蔬开始被打包，运往市区老百
姓的餐桌。

2015年度省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名单新
鲜出炉，孟津县的都市生态农业标准化示范
区、洛宁县的苹果矮密栽培标准化示范区荣
登榜单。我市农业“标准化”家族喜添新成员。

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标准化科科长刘延庆
介绍，农业标准化示范区是指按照一定的种
植或养殖标准组织生产和管理，其产品达到
相关质量标准要求，并对周边地区起到示范、
带动作用的农业生产区域。

“从2005年起，我市开始省级、国家级农
业标准化示范区的申报工作。截至目前，我市
省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共有32个。”刘延庆
说，此外，我市还拥有国家级农业标准化示范
区6个，涉及洛阳牡丹、洛阳烟叶、偃师小麦、
孟津葡萄、洛宁苹果、嵩县柴胡等。

全市省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达32个

仲夏时节，西瓜当季。孟津县送庄镇朱寨
村62岁的朱忠厚是当地出了名的老瓜农，种
瓜近40年，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朱老师”，种
瓜遇到啥问题，找他准能解决。

“2000年，我们开始研发种植个头娇小的
小西瓜，这不仅解决了传统西瓜个大皮厚的问
题，还提升了西瓜的品质和价钱。”朱忠厚说。

大西瓜成功“瘦身”，靠的是“标准化”这
把“量尺”。从选种、育苗、催芽、栽植，到种植
环境温度、湿度控制，再到浇水、施肥、病虫害
防治的时间等，都有一系列标准，按照这个标
准，才能种植出来皮薄至 0.3 厘米至 0.5 厘
米、含糖量12%至14%的小西瓜。

通过标准化种植出来的小西瓜，不仅好
吃，而且能卖大价钱。“普通西瓜1元一公斤，
小西瓜卖15至20元一公斤。此外，小西瓜采

用立体式种植，一个温室大棚的亩产要比普
通露地西瓜亩产增加近10倍。”朱忠厚说。

小西瓜的大面积推广，靠的也是“标准
化”这座“桥梁”。乡亲们看到老朱家的小西瓜
好吃、好卖，能赚钱，纷纷效仿，小西瓜的种植
标准被形成文字、册页，县里其他种植户就按
照此标准种植，种植户越来越多，孟津县小西
瓜的名声越来越大。2012年，孟津县袖珍型
西瓜立体栽培标准化示范区申报成功。

“标准化种植不仅能丰产，更能促进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
展。”孟津县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郭军说，截
至2014年年底，标准化种植带动了全县30余
个大户、600余个小户种植小西瓜，该县小西
瓜种植面积约3700亩，亩产量约3500公斤，
亩产值约为4.7万元，年总产值超过1亿元。

小西瓜尝到“标准化”大甜头

“从此前单一的葡萄、梨、小西瓜等农
业标准化示范区，到现在的集瓜果、蔬菜、
休闲等于一体的都市生态农业标准化示
范区，农业标准化开始升级，这是近年农
业标准化示范区发展的一大新亮点。”郭
军说。

以今年刚申报成功的孟津都市生态农
业省级标准化示范区为例，除了此前传统
的种苗培育及销售、有机果蔬种植及销售，
该示范区内还包括休闲观光、果蔬采摘、生
态餐饮、农业技术培训等，共有现代化育苗
组培区、新品种示范展示区、园区管理与农
业技术培训区、游客参观旅游采摘休闲区、
果蔬冷鲜库及配送物流区、果蔬检测及果
蔬收购区、采后商品化处理区、餐饮区、无
土栽培展示区9个区域。

“游客不仅可以采摘、购买果蔬，还能
在园内吃到现摘现做的饭菜，更能在此留
宿、游玩。”该示范区生产部经理狄晓明介
绍，今年将在制定并完善农业标准化体系
的基础上，引进国外优质品种及先进种植
技术，提高果蔬种植产量，种植品种数量达
300种。同时，建设冷储中心、产品深加工
车间、展览中心、青少年科普教育中心，完
善休闲娱乐配套设施；继续提升园区景观，
建设垂钓区、儿童欢乐园、网球场、农家宾
馆等设施。

郭军说，农业标准化示范区的升级，不
仅是我市生态休闲农业发展的大势所趋，
更是我市高效特色农业发展的有效之路。
目前，孟津县孟扣路沿线已逐渐形成果蔬
产业集群观光带。

采摘玩乐样样有，标准化园区再升级

狄晓明坦言，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建设
的前期资金投入大，尤其是现代化、规模
大、功能完善的示范区，需要更多资金，但
农业收益周期较长，这成为目前农业标准
化示范区建设的一大瓶颈。例如，孟津都市
生态农业省级标准化示范区自2011年开
始，投入资金约6500余万元。

农业标准化示范区的发展靠的是专
业、先进的技术，但缺乏稳定的专业技术人
才，已成为制约其发展的瓶颈之一。农业行
业工作强度大劳动报酬低，很多农业专业
人才不愿长时间留在农业标准化项目上，
一个面积达2300亩的农业标准化示范区
内，农业技术人员仅有16名，技术支持可

谓捉襟见肘。
目前，我市农业企业与农业高校、研究

机构尚未形成成熟的合作模式，高校农业
专家因有教学任务，在示范区内的时间、经
历有限，且农业时效性强，一旦农作物生长
出现问题，如果不能在第一时间采取措施，
损失将是不可逆的。

因农业标准化示范区投入大，其产品
价值高，售价也随之高于同类普通产品，但
目前市场接受程度有限，“标准化”农产品
尚未普及，未能“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与北
京、上海等大城市相比差距不小，标准化带
来的农产品好在哪、贵在哪，尚需加大宣传
力度。

农业标准化渴望更多专业技术注入

业内人士建议，针对农业标准化示范
区融资成本高等问题，政府相关部门可以
适当出台相应的鼓励政策和优惠措施，通
过注入政府资金、政策支持，调动农业企
业、农户等发展标准化农业的积极性。

在农业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上，目前
我市农业部门会在每年9月集中、免费进
行一次，随着农业标准化规模日益扩大，项
目也越来越多，建议增加对口技术培训的
频率。此外，也可在农业部门的牵线搭桥
下，探索农业企业与高校、研究机构的成熟
化合作模式。

现代化的农业标准化园区发展，离
不开现代化的管理，建议规模较大的农
业标准化示范区转变传统管理理念，聘

请专业化的管理团队，加强管理方面的
培训等。

朱忠厚认为，由于农业种植容易出现
随意性大的情况，目前农业标准化示范区
范围内的多数种植大户“标准”遵守意识较
强，但一些种植小户因认识程度有限导致
标准意识不强，因此建议将标准化纳入生
产规程的必要措施中，即规定在示范区内

“必须怎么种植”，通过规范化作业，让农业
标准化发展更完善。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农业标准化发
展过程中如何避免跟风造成的“同质化”，
也是需要注意的问题，建议通过差异化发
展，防止同质化严重带来经济效益下降等
情况的出现。

强化“标准化”，还要避免“同质化”

两年前，我市雷锋车队队长娄建党，在
得知因病致残的孙莹每月要去济南治病
后，开始免费接送她。前不久，娄建党与济
南雷锋车队取得联系，在他的积极促成下，
孙莹最近一次的远途就医，洛阳、济南两地
雷锋车队实现了首次爱心联动。

随口提起，放在心上

孙莹今年 49 岁，独居。2007 年，她因
病致残，四肢严重变形，无法行走，只能借
助轮椅出行。从2011年起，她开始在山东
济南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由于每个月都
要去复诊、开药，出行成为孙莹最大的困
难。2013年4月，娄建党得知情况后，开始
每月免费接送她往返汽车站。

7月10日，是孙莹和医生约定的复诊
日期。她提前买好了9日下午去济南的汽
车票。

像往常一样，出发当天下午4点，娄建党
敲响了她的家门，和他一同前来的，还有雷锋
车队队员石建立。两年多来，遇上娄建党有
事，石建立就主动承担起接送孙莹的任务。

这次前来，娄建党还带来了好消息。他
与济南雷锋车队已经达成约定，今后孙莹
到济南后，当地雷锋车队负责全程免费接
送她。

听到这个喜讯，孙莹有些激动，她没想
到，自己曾经随口提起的不便，却被娄建党
放在心上。

说完，娄建党折好轮椅，跑出门洞将轮
椅和行李放在后备厢里，将后排车门拉开；
随后，石建立背起孙莹送上车……

下午5点半，他们将孙莹送上开往济
南的大巴。

两地联动，传递爱心

洛阳和济南之间相距约550公里，长途
车夜间停靠服务区休息，第二天一早到济南。

孙莹启程后，娄建党便拨通了济南雷
锋车队队长王和龙的电话，告知他车次和
抵达时间。

自从往返济南看病以来，每次乘车去
济南的这一夜，孙莹从未睡着过。人生地不
熟、上下车不便，只能乘坐出租车的她，却
因轮椅无处放置等原因被司机拒载。4 年
来，即便每次都是相同的路线，她也总会忐
忑不安，彻夜难眠。这次启程，得知第二天
有人来接，孙莹心里踏实多了，那一夜，她
竟迷迷糊糊睡着了。

10 日凌晨 4 点半，天还没亮，王和龙
便从家里出发，赶往30公里外的济南汽车
站。5点半时，他已到达汽车站。

6点20分，王和龙顺利接到孙莹后，到
附近给她买了早餐。8点整，医院刚上班，他
将孙莹准时送到，并帮她排队挂号。在询问
了看病流程和返程车次后，他交代孙莹，看
完病在医院沙发上休息，安心等他。

下午5点半，王和龙返回医院接孙莹
去汽车站，途中，他下车为孙莹买了面包、
酸奶。

晚上7点，他将孙莹送上返程的大巴。

“能帮到你，心里舒坦！”

11日早晨7点，孙莹乘坐的大巴抵达洛
阳汽车站，娄建党、石建立已在车站等候。

“济南我去了20多次，第一次有人在
车站接我。”回家路上，孙莹迫不及待地与
两位师傅分享这次行程的感受。

其实，早在两个月前，娄建党就有跟济
南雷锋车队进行爱心联动的想法。“孙姐出
行不便，又是一个人，如果两地出租车能联
动，孙姐去看病就方便多了。”娄建党说，他
本想在今年全国雷锋车队队长会议时当面
沟通，但由于恰逢孩子高考，他未能赴京开
会，错过了机会。

6月中旬，他拨通了王和龙的电话，介
绍了孙莹的情况，王和龙当即爽快地答应
了爱心联动的事。

“这次出行，让我觉得很温暖。”孙莹
说，“这些年来，大家的帮助，让我越来越坚
强，感谢娄师傅和所有帮助我的好人！”

“孙姐，你就安心养病吧！能帮到你，我
心里舒坦得很！”娄建党笑呵呵地说。

（应当事人请求，孙莹为化名）
本报记者 李冰 文/图

的哥跨省联动
两地传递爱心

洛阳的哥娄建党长期免费接
送一名因病致残的独居女士，为
方便其去济南就医，又主动与当
地雷锋车队取得联系——

在孙莹家门口，娄建党搀扶她下车

本报记者 赵佳 通讯员 杨晓曼 文/图

今年，陆浑水库银鱼喜获丰收。陆浑
水库作为全省最早最大引进的银鱼养殖
基地，已有成熟的银鱼养殖经验。昨日，记
者来到陆浑水库，跟随捕捞队进行捕捞银
鱼作业，分享收获的喜悦。

炎炎烈日下，伴随着马达声，6 组捕
捞船队按时在水面上出航作业。每组捕捞
船队由两艘大机船和一艘小货船组成。到
达预定作业水域后，两艘大机船将长约
26米、深约6米的拖网撒到水中。两艘大
机船平行拖着小货船形成“V”字形航行
作业。小货船上的工作人员根据经验时不
时将拖网末端网口收起，银鱼便顺着网口
被倒进小货船船舱上。

捕捞队收队返回时，岸边早已守候着
的收购人员赶紧把电子磅放好等待称重，
称重后的银鱼被拉进冷库速冻。

洛阳陆浑盈源渔业有限公司捕捞队
队长周智强介绍，每年7月初开始小银鱼
捕捞作业，预计今年小银鱼产量不低于
80吨，主要销往东南亚等地。

本报记者 梅占国 通讯员 罗孝民
宋旭光 文/图

陆浑小银鱼
喜获大丰收

记者走基层记者走基层记者走基层记者走基层记者走基层记者走基层记者走基层记者走基层记者走基层记者走基层记者走基层记者走基层记者走基层记者走基层记者走基层记者走基层记者走基层记者走基层记者走基层记者走基层记者走基层记者走基层记者走基层记者走基层记者走基层记者走基层记者走基层记者走基层记者走基层记者走基层记者走基层记者走基层▲

33

11

22

44

55

标
准
化
示
范
区
内
，工
作
人
员
在
察
看
西
瓜
长
势

洁白的银鱼

过
秤

捕
捞
作
业

收
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