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寿光之光
——来自山东省寿光市的蹲点报告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瞿长福 管 斌 吉蕾蕾

编者按 郡县治，天下安。县域治理与发展，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道长期命题。新中国成立以来，各

地在如何推进县域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壮大方面，经历了不懈努力和艰苦探索，涌现出一大批典型。山东寿

光，正是众多典型中耀眼的明珠，被称为“寿光模式”。寿光模式，不同于率先以工业推动发展、以开发资源促进

发展，或者以大城市为依托带动发展的振兴之路，而是通过做大做强农业，培育工业基础，工农并驱又奠定了服

务业腾飞的底蕴。在一个以农业大国、农业人口数量庞大为基本国情农情的国家，如何做好优先发展农业农村

的文章，进而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实施乡村振兴，寿光的经验无疑具针对性和普遍性。

图① 寿光蔬菜大棚鸟瞰。

（资料图片）

图② 寿光第一代蔬菜大棚。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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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2日，一个平常的日子。
凌晨2点，山东寿光地利农产品物流园，

从全国各地赶来的蔬菜运输车已陆续进出，
按照日平均交易量，这家国内最大的蔬菜专
业批发市场，当天成交量超过1500万公斤；

几乎同一时刻，在国内县级商贸企业中
多年位列前茅的山东全福元商业集团有限公
司，其遍及寿光各乡镇及周边县市的冷链配
送已开始忙碌，这只是年销售额超过 80 亿
元的全福元寻常的一天；

同一天，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美仑 80 万吨铜版纸生产线与其他生产线
一样，依然不舍昼夜，24 小时分班作业，
这家国内最大的林浆纸一体化企业，年销售
额超过280亿元。

蔬菜、商贸、造纸，3个不同行业的数
字，或许不能简单地套印在寿光经济社会的
每一个行业和领域，但却形象地勾勒出寿光
经济社会齐头并进的轮廓。

这幅蓝图，寿光人秉承敢于创业创新的
精神脉络，至今，已画了70年。

寿光，地处山东省中北部、渤海莱州
湾西南畔，“弥望皆平田息壤，无绝崖倒壑
之观”，属平原农耕区，中国最早的农书

《齐民要术》 即出于此。与这一著名的农耕
文明历史杰作辉映的是，今日的寿光，以
蔬菜闻名，但不止于蔬菜，其农业、工业
与服务消费业紧密地连在一起，彼此促
进，共兴共荣，成就了一个县域经济百强
县的强大内生动力，并由此衍生出县域经
济发展和实施乡村振兴的经典剧本。

乡村“堡垒”与乡村产业

读懂寿光，先要“吃透”寿光蔬菜。
寿光蔬菜并非天生而来，但寿光人无中生

有、敢于创新的精神传统已深入骨髓。新中国
成立伊始，粮食生产成为主业。那时候，谷子
是寿光的大头，但当地的传统谷子产量不高。
上世纪50年代初，河北培育出新品谷子华农4
号。寿光人知道了，马上引进培育。1956年，
华农4号谷子率先从河北落户寿光，产量比寿
光本地谷子提高15%至20%。

从“谷子”精神出发，寿光一路砥砺前行。
寿光，素有“中国蔬菜之乡”称号，蔬

菜是它最亮丽的一张名片。“认识这张名
片，要从王乐义开始。真正开始打造、擦亮
这张名片的，王乐义是第一人。”被誉为新
时期县委书记的榜样、原寿光县委书记王伯
祥，提及寿光的发展，毫不掩饰对王乐义的
欣赏与赞美。

王乐义，山东省寿光市孙家集街道三元
朱村党支部书记。2019 年 3 月 22 日，经济
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见到他的时候，这位
78岁的老人，已经连续 41年奋战在村党支
部书记的岗位上。“41年，这份责任扛起来
就是沉甸甸的，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歇
气。”精神矍铄的老书记，说起责任两字，
依然激情昂扬。

1978年9月5日，王乐义被三元朱村全
体共产党员一致推选为党支部书记的时候，
还处于手术恢复期。“我的手术费是公社党
委从党费中给我交的，是党给了我第二次生
命，所以我要活一天干一天，一辈子报党
恩、听党话、跟党走。”这份发自内心的淳
朴感情，成为王乐义带领村党支部发挥“战
斗堡垒”作用的源生动力，激励他始终与
214户三元朱村村民一道战斗在追求美好生
活的第一线。

党支部书记的责任很大、很具体、很直
接，尤其在那个条件艰苦的年代。王乐义回
忆：“上任时最大的愿望，就是找到合适的产
业，让村民尽快摆脱贫困。”上任当晚，王乐义
召开村党支部会议，头件大事就是树立党支
部的形象。针对村民最关心的问题，从干部
作风、廉洁纪律、村庄规划三方面提出约法三
章：不许公款吃喝、不许收礼、党员干部必须
干在前面。“‘三条约法’”还真管用，很快就改
变了村民对干部的看法。”

形象改变了，产业在哪里？三元朱村地
势南高北低，东、南、西三面分布着几个土层
贫瘠的埠岭，种粮不收、种菜不长。党支部决
定从这里开始挖穷根。1979年，王乐义请来
山东农学院教授李政艺，就在埠岭上召开村
民现场会。李教授说，那是第一次有农民来
请他上课，他二话不说就来了，与村党支部一
起做出“东岭苹果西岭桃、南岭山楂带葡萄”
的种植规划。此后，党支部带头，春夏苦干。
3年下来，过去光秃秃的埠岭成了“花果山”，
村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

此时，王乐义知道，与其他村相比，三元
朱村算比较好了，“但没有长久的产业，终究
不行”。寿光当地有种植蔬菜的传统，也有人
建“土棚子”冬天种菜，烧煤，温度低，收获没
有保障，起色不大。能不能在大棚上做文章
呢？自1986年，王乐义开始连续几个冬天带
队外出考察蔬菜大棚。一个偶然的机会，他

在天寒地冻的时节见到了顶花带刺的新黄
瓜，这可是了不得的东西。王乐义刨根问
底，知道了辽宁大连瓦房店的蔬菜大棚里出
这个东西。说干就干，苦苦寻找中的王乐义
闻到了黄瓜的清香。

“今天的北方，冬暖式蔬菜大棚习以为
常了，在当年可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多年
之后，寿光市农业农村局干部信俊仁回忆三
元朱村建大棚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信俊
仁长期跟踪蔬菜产业，1985年至1990年正
好在三元朱村驻村，对当地蔬菜大棚的前世
今生再熟悉不过。

他说，当年三元朱村要搞冬暖式大棚，
至少有六道难关：第一关，拜师难，到哪里
去找师傅啊；第二关，谁来种，农民种大田
习惯了，不见到果子不会轻易干；第三关，
土地难，人多地少，谁愿意拿地来干从没干
过的事；第四关，资金难，当时一个大棚
6000 元，刚吃饱饭的农民谁能拿得出；第
五关，大棚建设难，新大棚以往没干过，不
会建，也没工具；第六关，管理难，外面气
候变化大，里面种植要技术，都不会。

王乐义没有被这些难关难住。找师傅，
他去瓦房店三顾茅庐；没人干，全村 17 个
党员干部带头干；没有钱，自筹不足的部分
他出面贷款；建大棚难，拉钢丝的紧线机，
县邮电局有，人家不用时他去借，要用时赶
紧还回去。就这样，硬是在 1989 年 8 月挖
地建棚，当年收获，一棚子绿生生的黄瓜，
一斤卖到 10元，17个大棚干部个个都成了
致富带头人。

三元朱村开先河，大棚起来了，赚钱
了，学的人也多了。身为党支部书记的王乐
义此时做了两件事，一是村里 17 个党员干
部在村里分片包干，教村民搞大棚蔬菜，只
许成功不许失败；二是与瓦房店请来的大棚
师傅韩永山一起跑全县教村民种大棚，“这
可是伯祥书记抓的，一个村富了不叫富，得
大家都富才行”。县里专门成立了蔬菜推广
办公室，给了他一台吉普车，到各乡镇教建
大棚。“全县 34 个乡镇，除沿海几个乡镇，
我跑了 27个乡镇，有时候一天就跑 11个乡

镇。”当年，寿光县新建大棚5130个。
就这样，我国北方冬季普遍存在的吃菜

难问题，起于三元朱村，成于寿光市，在一
个党支部书记的率先攻坚中，悄然化解。

攻破了大棚难题的党支部书记王乐义并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寿光，在我的身
边，有一个战斗的群体。”王乐义说。

崔玉禄就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在寿光
市稻田镇崔岭西村，226 户村民同样靠大棚
蔬菜为生，不过蔬菜主要出口俄罗斯。记者
进村那天，村民崔江元早上才摘了 500 斤西
红柿卖给村里合作社。他随手摘下1个红彤
彤的西红柿放在记者手里，一咬，满口鲜嫩，
感觉皮稍厚点。他说，这是专供出口的厚皮
西红柿。

崔岭西村的蔬菜出口，是党支部书记崔
玉禄的功劳。崔玉禄今年 57 岁，2002 年当
选村委会主任前当过外贸经纪人，2007年担
任党支部书记。他说自己的座右铭就是“把
公家的事当成自家的事来办，村里就没有办
不好的事”。而经纪人的眼光和头脑，使他在
产业致富上比别人多了些办法。2018年，崔
岭西村集体经济收入 360 万元，人均纯收入
2.8万元，连续保持稻田镇“首富”。

在洛城街道黄家庄村，刚从大棚回到自
家楼房的村民韦孝忠告诉记者，村里能像现
在这样好，“得亏有了一位好带头人”。他说
的好带头人，是 2014 年上任的党支部书记
黄春海。黄春海上任后，分门别类地解决产
业发展与村庄环境整治，几年下来黄家庄村
就成为文明富裕村。

在寿光，更多的党支部书记像一群屹立
在乡村田野的“堡垒”，像一只只高飞的

“领头雁”，带领全市 975 个行政村的村民，
一村一品，共兴产业，共同富裕，使一个传
统农业大县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19249 元，
高出全国平均水平5000多元。

县委书记与县域经济

一棚蔬菜，从三元朱村出发，点亮的，

不仅是王乐义和村民们的目光，也让时任县
委书记的王伯祥兴奋不已。“你们的黄瓜，
一斤至少能卖10元。”最先说出这话的，就
是王伯祥。“我为什么关心蔬菜，蔬菜能解
决农民的大问题啊，也是县域经济发展的突
破口。”

在王伯祥眼中，蔬菜是突破口，突破它，
就能打开县域经济一片天。而这，正是县委书
记的职责所在。郡县为基，千百年来，县域的
治理和发展，一直是中国政治经济版图的重要
命题。新中国成立伊始，县域经济治理发展作
为治国理政的重要课题，也是全国2000多个
县区未曾间断的实践课题。

如何做好这道课题，寿光人一直在探索。
上世纪 50 年代，农业生产的最大难题

之一就是干旱，不解决好水的问题，“吃饱
肚子”就成问题。对寿光来说，这道考验很
严峻。新中国成立初期，寿光一些地方利用
土井取水，但土井效率不高。50 年代中
期，河南省发明的平地打井法启发了寿光打
井创始人黄继约。经过多次探索，黄继约找
到了新的打井方法——砖管机井。很快，寿
光县委组织专业打井队，当年打出300多眼
砖管机井，随后逐年打出 3000 多口机井，
缓解了全县120万亩农田用水困难。

寿光没有丰富的资源，自然条件并不太
好，经济总量曾长期靠后，怎么发展？“这就看
你心中有没有党、有没有民、有没有责？”寿光
市委书记林红玉说，县域经济社会的特点，决
定了县委的决策、举措对县域经济的指导性
甚至决定性作用。寿光能率先发展起来，关
键在于有一个强有力的县委、一位强有力的
班长，有王伯祥这样优秀的“一线总指挥”率
先把这份责任扛了起来，激励全县人民接续
努力，才有了寿光的持续向前。

3 月 24 日，记者见到了这位当年的优
秀“一线总指挥”。“那时候太穷，老百姓
都没有钱啊，寿光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发
展，县委书记就是要带领大家解决这个困
难的。”谈到当年的寿光经济，已经 75 岁
的王伯祥仿佛又回到当年，“1986 年我上
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农业上因势利导抓

蔬菜市场，典型引路，工商业抓带头能
人，共同促进，不要一腿长一腿短”。老人
很郑重地说。

从哪里抓起？王伯祥说，寿光农民素有
种菜传统。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期，寿光西
面有油田，工人得吃菜，农民就把菜摆到公
路边卖，形成马路菜场。可生意好，公路也
堵了，有时候一堵两三个小时，周围的老百
姓颇有微词。“不让卖菜不行，堵塞交通也
不行。”王伯祥让人去调查，结论是，最好
的办法就是划出地方专门做市场。

这时候，位于路口的九巷村党支部书记
夏红升主动表示愿意拿地建市场。于是，
1985 年，后来名声鼎沸的九巷蔬菜市场浮
出水面。刚开始 10 多亩地，其后每年扩大
一点，直至 2009 年因为地域狭小让位于新
的专业市场。

九巷市场，见证了“中国蔬菜之乡”的
发轫成长，也成就了寿光蔬菜的“少年”时
期。“我的功劳就是在最初没有把马路市场
撵走，而是实事求是，因势利导，建了这个
市场。”王伯祥刻意回避自己的作用。

但寿光人心中有数。“假使当初关闭了
这个市场，寿光蔬菜的命运就难以想象
了。”寿光市发展改革局副局长卢立男在发
展改革系统工作了 31 年，对寿光的变化如
数家珍。他说，正是蔬菜市场的建立和逐
步规范，菜农有了更大的希望，才会有源
头对冬暖式大棚的探索，才会有更多的人
加入到蔬菜链条中来，也才会有“中国蔬
菜之乡”今天的成就，“县委一把手对县域
经济的作用太重要了”。

寿光地利农产品物流园的早晨，生动地
印证了县委书记的这一作用。在这家总投资
26 亿元的亚洲最大蔬菜市场，每天凌晨 2
点，来自全国各地的蔬菜交易商已络绎不
绝，蔚为大观。

3月25日早上6时，22岁的临沂“菜二
代”王瑞金，已经卖出满满一车花菜，25
吨，当天的价格每斤1.8元。每年11月至次
年 5 月的“花菜季”，王瑞金都会待在地利
物流园，5月过后到上海市场经销花菜。在
上海，他和父亲一起租了 6000 亩蔬菜基
地。他指着周边的“菜友们”说，很多人都
像他这样，前面销售、后面基地。

地利物流园市场部经理孙向明是个“老
市场”，2009年新市场一开业就从九巷“转
场”过来了。他告诉记者，物流园现在是农
产品、农资、种子交易，汽修汽配、仓储降
温、冷链加工、信息交流、检验检测、物流
配送于一体，“凡是蔬菜流通需要的，这里
都有”。每天，物流园的流动就业人口过
万，仅蔬菜交易就有本地菜、本省菜、外省
菜 3 个交易区，日交易量最高可达 1500 多
万公斤，交易额3500余万元。“这里没有买
不到的菜，也没有卖不出的菜。”他言语中
露出几分骄傲。

以蔬菜为龙头的农业板块夯实了、做大
了，县域经济的基础就稳定了。王伯祥全县
一盘棋的思路更清晰，意志更坚定。他说，
县域经济，千头万绪，不能胡子眉毛一把
抓。王伯祥的做法是，抓“带头人”。寿光市
经信局副局长张翾回忆，今天寿光市有三块

“老字号”招牌：农业三元朱、工业晨鸣、商
业全福元，代表了寿光市县域经济格局。这
一格局是上世纪80年代就奠定的，因为寿光
市较早就提出了“工业立市、工业强市”的
口号，“作为一个内地农业县，寿光的这一视
野更远”。

晨鸣人用事实为这一视野做了标注。
1987 年 1 月，面临亏损的寿光晨鸣造纸厂
迎来了新厂长陈永兴，陪同他进厂的，是
寿光县委书记王伯祥。此时，陈永兴已经
53 岁 ， 在 台 头 镇 任 副 镇 长 ， 即 将 “ 到
点”。“伯祥书记”发现了他的管理才干，
推荐他作为首批破格进入工厂挂帅的人才
之一。“当时去企业就是干事，国营企业也
没有绩效，不能发财，是去救企业，去干
活的。”至今，张翾仍然佩服“伯祥书记”
的魄力和眼光。

老将陈永兴果然不负所望，不到10年就
带领企业跻身国内8大纸厂，引发业界“晨鸣
现象”。“他来的时候造纸厂就几台小设备，
400 名员工，年产 6000 吨纸，入不敷出。来
了之后晨鸣几乎日新月异。”晨鸣集团党委副
书记侯焕才满怀感情地回忆。当年，侯焕才
不到30岁，跟着老厂长干得很带劲。

陈永兴上任后，先是抓内部改革，一面
大胆更新引进设备，当时别的造纸厂很少购
买先进设备，晨鸣走在了前头；一面改变整
顿员工拖拉散漫、出工不出力的现象。接
着，推进股份制改革，抓住当时企业股份改
革的好时机，促成晨鸣较早成为上市企业。

随后，陈永兴主动走出去兼并重组，使企
业快速上台阶，“老厂长的一大功绩，就是在
别人受不了市场冲击的时候，让晨鸣学会了游
泳”。

（下转第10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