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调 查 打造现代农业强市

运城水果品类众多，口感清脆、味道香甜的
甜瓜占有一席之地。

进入 4 月份以来，盐湖区王范乡、金井乡一
带的大棚甜瓜抢先上市，30 元至 60 元一公斤的
价格竟也供不应求。

盐湖甜瓜的发展，起源于王范乡王范村。
经过 15 年的探索，这一甜蜜产业早已从王范村
走向王范乡、上郭乡、龙居镇，乃至整个盐湖
区。如今，盐湖区几乎每个乡镇都有甜瓜大棚
的身影，全区的甜瓜种植面积已从起先的二三
十亩，增加到了如今的 6000 多亩，且这一数字
仍在不断攀升。

不断攻克技术难关

4 月 6 日，车辆驶入王范村，一栋栋依墙而
建的甜瓜温室大棚、四面透光的甜瓜大棚鳞次
栉比，颇为壮观。

从 2012 年经营果蔬种植合作社，再到 2018
年成立农业科技公司，王范村村民段
明岗就与甜瓜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们村的甜瓜是村民
段 麦 喜 从 山 东 引 进 来
的，他是盐湖甜瓜产业
发展的‘创始人’。”
段明岗介绍道，刚
开 始 时 ，村 里 的
甜瓜也是大田种
植，瓜就“卧”在
地面上，接触地
面 的 一 侧 因 阳
光 晒 不 到 会 有
痕迹，浇水的话
又容易腐烂。每
到 收 获 时 ，如 果
严格挑拣的话，一
桶甜瓜甚至挑不出
半桶商品瓜。为了解
决浇水烂瓜问题，瓜农
将甜瓜“搬”到了较高的田
埂上。为了提早上市、抵御雨、
雹等恶劣天气影响，瓜农又开始为
甜瓜搭棚。刚开始是竹板棚，但一到大风天气，
瓜农们觉都不敢睡，只怕风把大棚掀翻了，直到
后来升级成了钢架棚才安下心。

2012 年，段明岗成立了果蔬种植合作社，
在 300亩大棚里种植反季甜瓜、西红杮。

“主 要 是 倒 茬 ，春 天 种 甜 瓜 ，夏 天 种 西 红
杮。效益不错，但为了便于管理，让更多的农户
受益，2018 年，我们成立了山西涑之畔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以公司+农户的形式，继续前行。”
段明岗介绍说，目前公司与周边村 100 余户农
户合作，公司提供技术、农资和销售渠道，农户

参与管理，共有 1000 亩地，数百个甜瓜大棚。
王范乡下马村村民张旺民就是公司的合作

农户之一。
走进张旺民的甜瓜大棚，一个个还未成熟的

小甜瓜顶着鹅黄色的花瓣，在绿叶的掩映下吊在
半空中。早春时节，室外温度并不高，但大棚内
的温度已让为瓜秧掐侧芽的张旺民满头大汗。

张旺民告诉我们，他以前是种庄稼的，6 年
前开始种甜瓜，涑之畔公司免费提供技术管理。

“我们家有 7.5 亩的大棚甜瓜，亩产 1 万多
斤，光甜瓜一年的收入就有 10 万元左右，算上
倒茬西红杮，家里年总收入达到 30 万元。除去
投资，纯收入有 15 万元，种甜瓜比种庄稼的效
益高三四倍。”张旺民说。

大棚俗称冷棚，保暖效果不如温室大棚。
为了让大棚甜瓜提早成熟上市，涑之畔公司在
大棚上搭的膜越来越高级，层数也由一层增加
到了四层。

段明岗高兴地说：“2022 年以前，大棚甜瓜
基本都在 5 月 20 日上市。通过我们的不懈努
力，去年 5 月 1 日，我们有一家农户的几十亩甜
瓜上市了，比往年提前了 20 天，价格都能和温
室大棚的甜瓜相媲美。今年我们公司的合作农
户有 500亩大棚甜瓜将于 5月 1日上市。”

涑之畔公司总经理钱亚波直言，他们攻克
的这项技术要领主要是通过培育壮苗、提早坐
瓜、改造设施、提升棚内温度等，为大棚甜瓜制
造提前上市的有利生长条件。

钱亚波从事蔬菜水果技术研究已有 20 余
年，她的加入，让涑之畔公司的农业科技水平更
上一层楼。目前，涑之畔公司还与国外知名的
种业公司以及国内各大农业院校、农业科研机
构建立了广泛的合作交流机制。

王范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马明祥
说，王范村处于涑水河畔，鸣条岗和峨嵋岭之
间，小气候条件好，海拔 460 多米有温差大的优
势，每年大棚甜瓜和西红柿能收两茬，而且品质
比别处要好，每亩收入在 1 万元—2 万元。全村
1.2 万亩耕地，1200 多户村民，有三分之一种了
甜瓜，村里的甜瓜种植面积已从刚开始的二三
十亩，增加到了 4000 多亩。瓜农们都发了甜瓜
财，生活品质也提高了。

全乡发展势头迅猛

随着王范村大棚甜瓜经营得风生水起，“甜
瓜”这一特色产业慢慢向王范乡其他村蔓延，且
大有青出于蓝胜于蓝的发展势头。

在位于王范乡霍赵村的涑北水果种植合作
社仓库，几名工人正忙着给采摘回来的甜瓜套
网袋、贴标签、装箱。走进该合作社的一栋温室
大棚，一股清甜的果香味便扑鼻而来。

合 作 社 理 事 长 王 波 介 绍 道 ：“ 合 作 社 是
2020 年成立的，经营有 30 亩温室大棚甜瓜。温
室大棚，有棉被，有墙，保温性更好，所以成熟
早。4 月 1 日就上市了，我们通过零售+批发+
电商的模式，把甜瓜销往了全国各地。”

盐湖区涑北水果种植专业合作社成立于
2020 年 9 月，有合作社员 51 人，合作社经营范
围包括水果、蔬菜、苗木种植及销售等。自成立
以来，合作社本着种植、销售、电子商务一体服

务的宗旨，以土地或资金入股，为社
员提供种苗农资、产品销售、劳

动技能培训等服务，为农户
提供就业岗位，带动村民

就业增收。合作社立
足 打 造 绿 色 环 保 生

态水果，已经注册
“涑北牌”商标，产

品 远 销 北 京 、上
海，东南亚等地，
深 受 消 费 者 的
青睐。

合 作 社 还
成立了农业技术
推 广 中 心 ，负 责
提 供 现 代 农 业 科
技 、实 用 农 业 技

术、涉农科技产品推
广 应 用 、科 技 成 果 转

化、科技培训、科技信息
咨询等服务。自 2021 年以

来，为了进一步提高管理水平，
又开始申报实施温室“博洋九号”薄

皮甜瓜高效丰产栽培技术研究与推广项目。
合作社的长足发展，离不开霍赵村“两委”

的大力支持。
霍赵村地处半丘陵地带，土地肥沃。近年

来，村“两委”不断完善全村农基础设施建设，争
取土地深松项目 1000 亩、高标准农田改造项目
800 亩，为霍赵村农业现代化发展打下了坚实
基础。

王范乡位于盐湖区东北部，背靠峨嵋岭，面
朝稷王山，涑水河东西横穿而过，全乡地势开
阔、土地肥沃，水利井黄两灌。全乡下辖 13 个

行政村，2 万余人，是典型的农业乡镇。十多年
来，甜瓜种植面积在王范乡迅速扩张，目前全乡
有 5000 多亩。

为了促进这一产业高质量发展，王范乡政
府在王范村打造了优质甜瓜标准化种植基地，
并成立了盐湖区甜瓜协会，申办了“王范甜瓜”
商标。在盐湖区蔬菜发展中心举办的甜瓜品鉴
评比会上，每年的一二等奖都是王范甜瓜。

全区大力发展特色产业

4 月 6 日 11 时许，记者在盐湖区上郭乡苏
村德润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见到李卫于时，他
正忙得团团转：“一早上还没有停一下，浇地、摘
瓜，刚才又送过来一大车甜瓜包装箱……”

忙碌的背后是丰厚的回报。成立于 2016
年的盐湖区德润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培育生
产的甜瓜有着“甜瓜界的爱马仕”的美誉。“一斤
能卖到 30 元，成熟后，不出城区就卖完了。”李
卫于说。

甜瓜之所以这么走俏，是有秘诀的。李卫于
告诉记者：“我们一年要投资 10万元购买羊粪、油
渣，全部做成甜瓜大棚的底肥；管理期间，不用大
化肥、膨大剂，也不用化学农药，用的全是生物肥、
有机肥和微生物制剂。当时成立合作社时，我们
的定位就走高端，现在已经初步成功了。”

盐湖区德润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现有 200
亩地，经营着水果西红杮、甜瓜、小乳瓜和桃
子。虽然甜瓜只占了 13亩，但收益不少。

德润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甜瓜大棚，能
让很多参观者大开眼界。大棚门口安装了高级
防盗门，打开防盗门，是一个 6 米长一人多高的
砖砌拱门，穿过拱门，一个占地 6 亩，安装有“大
棚小喇叭”自动温湿度计、热风机、补光灯、电动
轨道车的大棚跃然眼前，其干净整齐度、温湿
度、光照度，都让人感觉十分舒适。

“这几排热风机相当于大棚里的空调，我们
的甜瓜在冬天上市，对温度的要求比较高，热风
机可以随时为大棚升温。甜瓜有温度是冻不
死，有光照才能长瓜。这几排补光灯就是在冬
天光照不好需要补光的情况下用的。这个大棚
6 亩大，有 16 米宽、240 多米长，轨道车给我们运
货、管理大棚提供了很大便利。”李卫于一一介
绍道，合作社生产的甜瓜从中秋节开始上市，能
一直卖到次年 5月王范甜瓜批量上市。

相较于李卫于高端甜瓜销售“走不出城区”
的骄傲，冯村乡郭店村瓜农张高岭的甜瓜“出口
加拿大”则是全区的自豪。

张 高 岭 家 有 23 亩 地 ，经 营 着 8 个 甜 瓜 大
棚。之所以种甜瓜，完全是为了远嫁的女儿。

“今年是我第 6 年种甜瓜。6 年前，女儿嫁
到太原，我们走亲戚不知道带啥，就到王范买了
几斤甜瓜。女儿觉得特别好吃，就说咱也种一
些吧。”于是张高岭就毅然改行种起了甜瓜，每
当甜瓜成熟季节，他看到有晋 A 牌的车，就会装
两箱托对方给女儿稍过去。

张高岭坦言，以前没有接触过甜瓜种植，
想着没有多难，入了行才发现有些难度。一开
始他的大棚效益并不好，多亏了盐湖区蔬菜发
展中心的技术指导。去年他的甜瓜 1 亩地毛收
入 2 万元，是效益最好的一年。他主要经营的
是“博洋 9 号”甜瓜品种，今年又上了一个新
品种——“博洋 93号”。

在经营大棚时，张高岭舍得投资，大棚里的
肥料用的全是水溶肥、牛羊粪，并给大棚安装了
滴灌设施，用“大棚小喇叭”实时了解大棚温湿
度，及时通风降温。每年 5 月中下旬，他的甜瓜
成熟上市后，上门的客商络绎不绝。2019 年开
始，他的甜瓜连续 3 年走出国门，端上了加拿大
人的餐桌。同村村民看到了种植甜瓜的高效
益，也跟着他学技术、种甜瓜，他在今年还入选
了盐湖蔬菜农民技术员队伍。

近年来，盐湖区蔬菜发展中心积极引进种
植新技术、新品种，大力发展盐湖甜瓜特色产
业。目前发展日光温室甜瓜面积 95 亩，春节前
开始供应市场，年亩效益 6 万元—8 万元；大棚
甜瓜 5000 多亩，“五一”后开始上市，产品远销
省内及陕西、河南、甘肃、广东、广西等地。

盐湖区蔬菜发展中心多次组织菜农外出培
训学习新技术、了解引进新品种、交流管理技
术、掌握经营新模式。

该中心负责人岳国林介绍说，他们积极与科
研院校联系合作，引进试验甜瓜新品种，创新成
立盐湖蔬菜技术服务体系，培育建设农民技术员
队伍，组织盐湖区菜农多次前往陕西省渭南市参
加了“国家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渭南试验站新品
种评选大会”，前往山东省寿光市观摩学习，开阔
了眼界，提升了果蔬种植管理经营水平。

同时，该中心认真梳理本行业的国家、地方
标准，对盐湖甜瓜产业标准化工作进行相应的
研究和成果总结，截至目前，共起草并申报 4 项
地方标准。其中，两项技术规程已于去年 5 月
实施，《绿博特甜瓜电子商务分级预包装技术规
范》《运城日光温室越冬茬薄皮甜瓜栽培技术规
程》已通过征求意见稿，正在技术审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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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于霍赵村的盐湖区涑北水果种植基地在位于霍赵村的盐湖区涑北水果种植基地，，直播达人在大棚里直播达人在大棚里
销售新上市的甜瓜销售新上市的甜瓜。。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金玉敏金玉敏 摄摄

涑之畔公司总经理钱亚波在指涑之畔公司总经理钱亚波在指
导农户为瓜秧掐侧芽导农户为瓜秧掐侧芽。。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范范 娜娜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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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喜县的玻璃器皿产业起步于上世纪 50 年
代末、60 年代初，目前仍然是人工吹制玻璃器皿
主要生产基地之一，占全国人工吹制玻璃器皿产
能的 40%。

提升企业创新创造能力带动产业发展，通过
政策及资金支持助力企业转型，优化技术装备水
平提升生产效率，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延伸产业链
条……

闻喜县主导工业产业之一的玻璃器皿产业，
在一系列产业政策助推之下，焕发出巨大的生机
和活力。闻喜县新民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新民玻璃”）作为该县玻璃器皿生产历史最悠
久的企业之一，正以设备革新、技术研发、产品创
新迎来长远发展。

现代化设备助力企业转型

将玻璃毛坯果斗放置在旋转底座上，把印
有花纹的蓝色贴纸贴在果斗的特定位置，借助
底座的旋转，同时使用海绵进行擦拭，贴纸就
变得牢固了，之后经过加热烘烤，图案便留在了
玻璃上。

新民玻璃成立于 2012 年，主要生产、加工、
销售各类玻璃器皿，产品种类达 600 余种，去年
销售收入 1.2 亿元。公司将玻璃器皿生产出来
后，外包给 11 个加工厂进行深加工，畖底镇玻
璃加工厂就是其中之一。通过将玻璃器皿加工
外包的形式，新民玻璃带动了上千村民就近就
业。

随着消费升级，消费者定制化、高端化、个性
化需求逐渐凸显，新民玻璃基于传统玻璃器皿生
产，延伸至玻璃器皿深加工，与各个加工厂合作
研发，打造了完整深加工工艺，将传统的玻璃碗、
玻璃杯、高脚杯、玻璃壶、玻璃盘、果斗等产品通
过贴花、喷漆、烘烤等工艺，呈现
出符合客户需求的多样化图案
和色彩，全方位服务北美、欧
洲、亚洲等地的消费者。

“贴花、缠膜、喷泥、撕
花、喷漆、烘烤、清洗，是
我们加工果斗的完整
工 序 。”畖 底 镇 玻 璃
加工厂总经理朱韦
虎说，“我们为每
一 道 工 序 都 设
置 了 专 门 的 加
工 车 间 ，员 工 数
量有 200多人。”

玻 璃 器 皿 深 加
工作为一种传统的劳
动密集型产业，很多工
序 都 需 要 人 工 完 成 。 但
在畖底镇玻璃加工厂，工序
中的“巧思”无处不在，多样
化的现代化设备更是为技术创
新和产业转型助力。

“喷泥是为了防止喷漆的时候油漆污染果斗
透明部位。这台喷泥设备全国仅有一台，能够完
全代替人工抹泥，弥补人工喷泥的不足，减少误
差和损失。”朱韦虎指着正在运行的喷泥生产线
说。

“滋滋滋……”记者刚进入喷漆车间，就看到
生产线上的喷漆设备正逐个给“排队”的大果斗

“制作新衣”，金黄色的水性油漆通过喷枪，均匀
得喷洒在透明的果斗上，几秒钟后，金灿灿的果
斗出现了，在阳光下显得耀眼夺目。

喷漆完成后，通过传送带，它们陆续“走进”
了烤花炉，经过 180 摄氏度的高温烘烤，油漆变
干后便可洗去果斗上的泥，一个个果斗就完工
了。

“这种烤花炉是我们在石家庄一家设备厂专
门定制的，烤花炉的使用让我们生产效率得到极
大提升，产品成色也更好了。”朱韦虎向记者介绍
道。

产品紧跟市场需求

畖底镇玻璃加工厂，仅仅是新民玻璃在闻喜
县合作的 11 个加工厂之一，现代化设备也只是
新民玻璃产业转型的一个方面，让新民玻璃在激
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是对目标市场
的全面调研和对产品创新的孜孜不倦。

在畖底镇玻璃加工厂，记者见到了新民玻璃
的董事长王新民，现年 65 岁的他从业已有 31 年，
谈到玻璃器皿加工，他滔滔不绝。

“我是闻喜县最早从事玻璃器皿加工的，见
证了加工设备从小土炉、煤气炉到天然气炉的变

化，炉子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先进。”王新民说，
“去年受到疫情影响，很多专注出口的玻璃器皿
企业都遭受了巨大损失。由于客户资源稳定，订
单相对较多，我们实现了小额盈利，也算是运气
好。”

其实，新民玻璃能够抵挡疫情冲击、实现稳
定生产和经营，是专注产品研发、积极开拓市场、
提升产品质量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畖底镇玻璃加工厂加工的产品全为果斗，表
面刻画有精致图案，颜色以金色为主，这在国内
市场很少见，记者感到很新奇。

王新民介绍，每个加工厂都有清晰的产品定
位，畖底镇玻璃加工厂加工的产品目标市场为乌
兹别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是世界第七大黄金
生产国，当地消费者对于金色的玻璃器皿十分喜
爱，这是客户的要求，也是市场调研的结果。新
民玻璃的产品不只出口乌兹别克斯坦，美国、柬
埔寨、中东等国家和地区都是目标市场。

出口中亚地区的产品，主要是烫金、描金的
果斗，一套出厂价约 170 元；出口中东地区的以
果斗、果盅、果盘、金盘、金碗等产品为主；出口美
国的以蜡台为主，主要供应圣诞节等特殊节日
……

如何根据市场需求定位产品，再根据产品特
点对 11 个加工厂进行明确分工，建立最优的合
作关系，王新民一直在不断摸索。

“我们的产品以市场为导向，可以说‘市场需
要什么，我们就生产什么’。要准确把握市场，就
需要有专人定期出国调研，现在我儿子还在国外
考察市场呢。”王新民告诉记者。

技术创新从未止步

面对庞大的市场和多样化的产品需求，要将
市场需求“变现”，并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在新民玻璃，以
模具创新为核心的技术创

新将“理想”变成了现实。
“ 客 户 发 来 样 品

后 ，我 们 会 与 常 熟 市
沙家浜镇的玻璃模

具 合 作 企 业 取 得
联 系 ，将 样 品 发

至 模 具 厂 家 ，
对 方 根 据 样
品 进 行 模 具

3D 图的绘制，
产 品 得 到 客 户

认可后，开始制作
模 具 。”王 新 民 说 ，

“玻璃模具是沙家浜
最具特色的产业，国内

市场占有率超 75%，全球
中 国 采 购 市 场 占 有 率 达

90%，享有‘中国玻璃模具之
都’的美誉。”

新民玻璃在技术创新上从未止步。
新 民 玻 璃 在 玻 璃 模 具 上 的 投 入 已 经 超 过

3000 万元，单个模具价格从 4 万元到 6 万元不
等，这种投入力度在闻喜县玻璃器皿企业中处于
前列；使用中高端的精白料生产玻璃器皿，保证
产品稳定性高、硬度高、成色好；在产品深加工上
的投入与产品生产投入基本持平甚至超出不少，
适应了市场发展趋势，保证了产品的多样化、个
性化、高端化，也带动了当地群众就业。

“今年我预计产品销售额将会出现大规模增
长，我们公司又新增了 1 条生产线，目前共有 5 条
生产线，以此应对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王新民
表示。

今年，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整后，新民玻璃
迎来全新的发展机遇，以出口为主的闻喜玻璃器
皿产业也面临转型的关键时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我省鲜明提出了同步推进产业转型和数字转型

“两个转型”的战略任务，进一步明确了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主攻方向，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是

“两个转型”的题中之义。
近年来，在闻喜县委、县政府一系列支持政

策的引领下，闻喜玻璃器皿产业抢抓机遇、乘势
而为，补齐短板、精准发力，持续推进产业创新创
造能力，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产业核心竞争力不
断提升。

上图：畖底镇玻璃加工厂工人在对新民玻璃
出口乌兹别克斯坦的果斗进行烘烤。

下图：畖底镇玻璃加工厂女工在为新民玻璃
出口乌兹别克斯坦的果斗贴花。

本报记者 金玉敏 摄

闻喜县新民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在产业转型中“遇见”未来
见习记者 李星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