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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元朱村成功建成了深冬不
需要加温的冬暖日光大棚，结束了
北方深冬不能生产蔬菜的历史，这
是一个创举，它必将成为一场绿色
的革命！”王伯祥到三元朱村深入
调研，认为蔬菜大棚是富民强县的
好技术，要求在全寿光推广。王乐
义为难地说：“老少爷们嘱咐我，
咱这个宝贝技术起码得捂三年。”
赚了钱后，三元朱村有村民表示，
想把种植技术“藏”起来，不能让
别人学了去。
  王伯祥上门找到了王乐义，“乐
义啊，你当村支书，为村民致富努力；
我当县委书记，为全县百姓着想，都
是共产党员，咱俩的目标一致。”
  1990年2月20日，王伯祥主持召
开县委常委会，专题研究推广冬暖
式蔬菜大棚技术，成立全县推广冬
暖式蔬菜大棚技术领导小组，三元
朱村的冬暖式大棚获得成功，王伯
祥立刻想在全县推广。他给大家算
了一笔账：一个大棚一亩地，产黄
瓜至少5000斤，春节时能卖到8元至
10元钱一斤，一年平均下来少说3元
一斤，一个棚就收入1.5万元，就是

个万元户。如果推开这项新技术，
全县20多万农户不就都是万元户吗？
  县里成立了冬暖式大棚推广小
组，聘请王乐义和韩永山做县委、
县政府的技术顾问。为确保质量，
王伯祥甘当助手：“搞大棚，各级
领导要坚定不移，要有铁手腕，但
不能盲目指挥，在这件事上，全县听
我的，我听王乐义和韩师傅的！”
  1990年5月的一天，王伯祥在三
元朱村安排了第二次蔬菜大棚现场
会，这时大棚里面的黄瓜已经收获
完毕，全体乡镇干部和蔬菜大棚的
带头户1000多人来到现场，学习17个
大棚的成功经验。8个半月，一亩棚
产黄瓜平均2.24万斤，卖到3.03万元，
最少的棚收入2.07万元。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王伯
祥的推动典型示范带动下，大家信
心十足。在县城周围25个乡镇的500
多个村庄，干部群众迅速投身到建
造冬暖式大棚的热浪里，仅仅两个
月的时间，高质量地建起了原计划
的5031个大棚。当年户均种菜收入增
加2万多元，全县大棚菜收入1.2亿
元。蔬菜大棚成了寿光人的摇钱

树，寿光菜也扬名四海。
  顺畅的流通市场和独有的大棚
技术让寿光的蔬菜风生水起。这时
候，王伯祥有了更远大的目标：把
这项技术推向全国，解决全国冬季
吃菜的难题。有些菜农不无担忧：
“全国都产冬菜了，寿光的菜还好
卖吗？”此时，王伯祥给了大家一
个这样的回答：“把大棚蔬菜扩大
到全国，不但更多的人享受到这一
成果，而且寿光就能借势成为买全
国卖全国的集散地，这叫丢了小钱
袋，捧个大钱袋。”
  事实胜于雄辩。在这样的思路
指引下，寿光的冬暖式大棚开始以
不可阻挡之势席卷全国。1991年，寿
光蔬菜大棚5.6万亩。这一年，河北
省考察团在三元朱村参观后，向王
乐义提出派技术员到河北去发展大
棚蔬菜，三元朱村向省外派出了第
一批8名技术员。紧接着，又向河
南、江苏、安徽、山西派出一批批
技术员，在全国各地传授冬暖大棚
技术，不仅让寿光的蔬菜之花开遍
了神州大地，而且让寿光蔬菜发展
大合唱激昂五洲。

当年蔬菜大棚突破五千个 种菜技术传全国

  一天，王伯祥在批阅30多封人民来信，
有一封是县农业局技术干部朱振华写的。
  朱振华人称“棉花专家”，对全县棉花
生产做出了重大贡献。信的主要内容是建议
县委重视蔬菜科技问题。他在信中写道：
“现在蔬菜批发市场培育起来了，蔬菜大棚
也建起来了，干部群众非常高兴，下一步蔬
菜要继续发展，关键在科技，县委要在科技
上下功夫，依靠科技把蔬菜发展再推向新的
高潮。”王伯祥当即批复：“朱振华同志的
建议很好。请县科委牵头，找几位研究蔬菜
的专家，朱振华同志务必参加，在县科委召
开一次座谈会，专门研究蔬菜科技问题。”
  三天后，王伯祥在县科委召开了蔬菜科
技座谈会，会议定了三条意见：一是成立蔬
菜研究所，进行蔬菜经济战略研究，研究开
发蔬菜新品种、新技术；研究无公害蔬菜和
技术情报信息等。二是召开一次蔬菜科技大
会，范围要大一些，除了各级领导骨干参加
会议之外，吸收部分科技带头户参加，部署
全县掀起一个学科技、用科技的热潮，造成
依靠科技致富的浓厚氛围。三是号召所有干
部和群众，利用一切关系，与全省、全国乃
至国际的大专院校、科研单位挂钩协作，把
当今国内外的先进技术和品种引到寿光来，
使我们的蔬菜生产再上新的台阶。
  半月之后，全县召开了1200人参加的蔬
菜科技大会。半年之后成立了蔬菜研究所，
并和全省、全国的12处农业大学和13个科研
单位挂钩协作。
  寿光县蔬菜研究所刚刚成立，就在全县
推广了一项韭菜强控早盖技术，这项技术推
广得最早、最好、面积最大的就是寿光城西
文家乡，3万亩耕地，在研究所的指导下，
韭菜面积达到了2.5万亩，号称文家万亩韭
菜方，成方连片，一望无际。一年四季都有
产品上市，销往国内京、津、沪、江苏及东
北地区，远销日本、韩国，在历届蔬菜博览
会上获金奖。
  赵庙乡西庞村党支部书记张福华，利用
亲戚关系，请来了山东农业大学教授、省菜
果研究所所长张立平，引进了伊丽莎白洋香
瓜。张立平为全村上技术课，逐个棚进行技
术指导，全村洋香瓜大棚很快发展到320
亩，第二年发展到了1200亩。因为张立平老
家是田马乡殷家村，他又帮助该村发展洋香
瓜，不到三年的时间，该村百分之九十的土
地变成了洋香瓜大棚。田马、赵庙两个乡合
并为田马镇后，全镇在两个村的带动下，这
种大棚发展到3.5万多亩。一个一亩地的大
棚年收入都在1.5万元到2万元，田马镇被中
国农民会命名为“中国香瓜第一镇”。在县
委的指导下，他们建立了洋香瓜专业批发市
场，该市场占地200亩，年交易量5亿多斤，
交易额达15亿元。上海新世纪投资评估有限
公司曾对田马镇的“王婆”牌香瓜品牌进行
调查评估，其无形资产可达3.3261亿元。
  一年之后，有15处乡镇的120多人从大
专院校和科研单位引进了新品种和新技术
153项。一个品种富了一个乡，一项技术富
了一大片，诸如此类的事例不胜枚举，在王
伯祥的带领下，寿光的蔬菜生产插上了
科技的翅膀，在绿色革命的大舞
台上翱翔。

召开座谈会成立研究所

蔬菜生产插上科学翅膀

  要大面积推广蔬菜大棚，就要改
变传统的种植方式，当时的农民一无
技术二无资金，抗风险能力弱，从1989
年1月到10月，王伯祥亲任总指挥，先
后在三元朱村召开了五次全县领导骨
干参加的座谈会，解决了大棚生产的
突出难题。农民缺少资金，他亲自协调
贷款，出台政策给予补贴；为保证种菜
用地用水，要求乡村统一调整土地，组

织专业队打井，在寿光打响了一场农
业产业革命的战争。
  为留住技术专家，王伯祥主持召
开县委常委会，专门研究对韩永山的
奖励措施：聘请他担任县蔬菜办公室
顾问；晋升他为农艺师；推荐他当潍
坊市劳模；奖励现金8万元，奖励120
平方米的住房一套；全家四口人农转
非；为其配备专搞蔬菜生产的北京吉

普车一辆。
  一时间社会上议论纷纷，大家认
为这待遇太高了，但王乐义在招聘人
才、尊重人才、重奖人才上态度坚决，
一面做不同意见同志的工作，一面安
排有关部门分头落实奖励。
  1990年，韩永山和王乐义坐着配
备的专车，跑遍寿光的大小村庄，具体
指导建设冬暖式日光蔬菜大棚。

破天荒重奖 留住冬暖大棚的技术人才

王伯祥（前）在寿光蔬菜批发市场调研。 王伯祥（右）在大棚内同农民交谈。

推广冬暖式蔬菜大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