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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亭打造认养特色都市农业
目前已建成千亩市民农园和千亩有机农产品采摘区

本报 6 月 23 日讯 (通讯员

崔德文 记者 周锦江 )23

日，记者获悉，潍坊寒亭区开

工建设了总投资 20 亿元、占地

面积 2 . 05 万亩的都市农业示范

区。作为市民“菜篮子”和潍
坊市的后花园，寒亭区以土地

认养为特色的都市农业渐成规

模。

为把示范区打造成都市农

业发展的“特区”，寒亭区财
政拨付 20 万元专项经费。据了

解，规划建设中的寒亭区都市

农业示范区，着力建设名优蔬

菜种植区、园林苗圃区、森林
游乐区、美丽乡村体验区、特
色种植区、瓜果种植区、海棠
园、潍县萝卜种植区、都市农

业博览园、特色养殖区、物流
园区、萝卜贸易中心共 12 个功

能区。

寒亭将借助“四横八纵”

的路网，依托“浞河、瀑沙河

和峡山灌渠”等水系，建设一

处人工湖和三处拦水坝，同时

对整个路网和“一渠两河”进

行高标准绿化治理。在此基础

上，围绕绿色、有机农产品的

消费需求和乐居农村的休闲需

求，打造全国最大的具有科技

农业示范、农产品加工存储物
流以及农业观光旅游、休闲餐
饮等功能的现代化都市农业园

区。

寒亭区白浪河生态林场党

组书记栾信昌说，“特区”将

发展成以都市农业为主导，以

潍县萝卜、名优蔬菜和园林苗

圃种植、珍禽动物和小型宠物
养殖为特色，以乡村休闲旅

游、农活体验为延伸的经济新

模式。

据了解，目前示范园内千

亩市民农园、千亩有机农产品

采摘区已建成使用，涵盖了潍

县萝卜、精品西瓜等多个寒亭

名优农产品种植基地，已形成

颇具规模的都市农业产业集

群。

“潍坊产”海参

已达 25000 公斤

有望拉动渔业经济增长

本报 6 月 23 日讯(记者 韩杰杰 通

讯员 王英华)潍坊人能吃到自己养殖的

海参了。 23 日，记者从潍坊市海洋与渔

业局获悉，潍坊不产海参成为历史，今年

上半年，“潍坊产”海参 25000 公斤，养

殖面积达 1 万亩，实现规模化养殖。

海参同人参、燕窝、鱼翅齐名，是世

界八大珍品之一。山东虽是海参养殖大

省，但多数集中在烟台、威海等地。以前

潍坊在寿光等地也试养过海参，但由于水

质等原因，试养没有成功。 2010 年起，

借鉴大连、东营等地池塘养殖经验，海参

终于在昌邑下营“落叶生根”。

昌邑市三新海洋苗业试验场负责人李

仲明介绍，如今养海参是引海水在大田池

中养，海水水质很好，养殖海参不需投

饵，仅需根据水位、藻类等情况更换海

水，平时基本上不用管，很省事。而养殖

一年左右，海参就能上市销售，利润也很

可观，其中 8 成左右都销往了外地。

记者了解到，去年至今，潍坊鲜海参

行情一斤能卖到 80-120 元钱，由于效益

好，很多原本养虾养鱼的渔民也养起了海

参。潍坊市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介绍，

目前潍坊的海参养殖主要分布在昌邑下营

地区，养殖池塘已有 96 个。今年上半年

出海参 25000 公斤，实现产值 500 万元。

据规划，到 2013 年，昌邑海参养殖面积

力争扩展到 3 万亩。同时还要延长海参产

业链，引导企业深加工，并打造海参品

牌。

据悉，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海参渐

渐从以前的高端奢侈品变为大众养生品，

伴随潍坊海参养殖的日益成熟，其有望成

为拉动潍坊渔业经济增长和增加渔民收入

的特色养殖产业之一。

为时刻保持战斗

四十天没敢脱棉衣睡觉
口述人：苗志华 整理：李涛

我叫苗志华，1929 年

出生于山西晋城市下村镇
杨庄村，13 岁担任儿童团
团长， 1947 年参军在徐向

前的部队当兵， 1949 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临
汾战役、太原战役，从大

西北到大西南剿过匪参加

了石板滩剿匪战斗。 1952

年调入海军，到青岛海军

基地司令部工程处工作。

1954 年从部队转业到潍坊
工作， 1990 年退休。

门板底下拣回一条命

1948 年 4 月临汾战役
打响，时逢国民党军长梁
坯黄部队驻守，我们部队

攻打了三个多月才解放临
汾。紧接着攻打太原，打

了四个多月。当时国民党

军队在卧牛山上用钢筋水

泥搭建了很多碉堡，在第

四野战军炮兵支援下，敌军

溃败。战斗结束后，我们清

点了一下，仅卧牛山的敌军

碉堡就有一千多个。

1948 年，一次我们部
队驻扎在山西太谷县梁
村，遭到国民党军队的飞
机轰炸。当时，我跟两名

战友住在一个地主的房子

里，炸弹落在了房后，把房
子屋顶炸没了，门窗玻璃也
都被震碎了，幸好我们三个

人钻到门板底下睡觉，敌机

轰炸过后，我们三个人从废
墟中爬了出来。

及时制止了一场“暴动”

部队在宝鸡驻扎后，

接到任务要求向大西北挺
进。后来又改变计划，翻
越秦岭向四川大西南行

军。当时为了赶时间和躲

避国民党军队的堵截，我
们每天都是跑步行军，最

多的一天行军 170 华里，

最少也在 120 华里，身上

还背负着 40 斤重的枪、手

榴弹、干粮和背包。从宝

鸡到四川，我们跑了十八

天。

等我们部队打到成都

时，驻守成都的国民党部
队和平起义。借着和平起

义，一些敌特和土匪恶霸

留在成都，装扮成老百姓

到处制造事端放黑枪。为
了时刻保持战斗， 1950 年

1 月中旬以后，我们差不
多有四十多天没敢脱掉棉

衣睡觉。

直到有一次，一位国

民党少校感冒发烧烧糊涂
了，误把毒药当成了感冒

药吃，被我们战士及时发
现抢救过来。我们感觉到

事态的严重，审讯那位军

官，审了一天一夜，那位
军官终于交代了，原来那

些毒药是准备毒害我们部

队战士的，他们还把排以

上所有干部都列了个名

单，由一位卖烟的联络员

送出去，准备一周后举行

暴动。

根据交代情况，我们

迅速抓捕卖烟的联络员，

同时抓捕准备暴动残害共

产党员的国民党军官 4 6

人。

转业成为“双学”代表

1951 年，我当上排长

并转任政治工作员。当时

中央军委决定成立西南军

区军队大学，要求各部队
25 岁以下，排长以上干部
到政治系学习五年，我的

条件正合适就被选中了。

后来军队大学被取消，也

没去成。

1952 年 5 月份，又成

立西南军区高级炮校学习

三年，我又被选中。我们

坐火车到重庆待了没几

天，炮校又取消了。

一天，所有人员都被

要求集合，一位海军首长

站在队伍前点名。我是第

七个被点名的，我们八百

多人一共被点了二百八十

多人，就这样我们到了海

军部队。我被分到青岛海

军基地司令部工程处工

作。

由于身体残疾，在海

上工作不适应。恰逢国家

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国

家要求部队干部要充实到

企业中组建机构发展经
济。 1954 年，我转业到昌
潍药材站筹建药材批发

部。 1962 年 8 月到潍县药

材公司干书记， 1964 年到

潍县外贸科担任科长。后

来又到畜产公司担任书

记。

1978 年恰逢全国农业

学大寨、工业学大庆，我

成为潍坊地区全国“双

学”先进代表，参加全省

进京团。 1990 年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