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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特刊

初次见到李周燕时，她正准备给学校
国际商务学院应用韩语专业的学生上课，
来自韩国首尔的她已经在潍坊生活了一
年零两个月时间。

“潍坊人很热情，很亲切，每次问路的
时候他们都会细心给你指引，直到你整明
白为止。”提及对潍坊的印象，李周燕对潍
坊人的热情赞不绝口。“这里的学生也都
很听话，学习也很认真，每次听写单词都
是满分，这在韩国是很难做到的。”

或许是山东所处纬度与韩国相近，气
候等环境变化不是很大，话语中，李周燕
对潍坊的生活应对自如。上班工作之余，
李周燕会去风筝广场、人民广场玩耍，有
时还去湿地公园游玩。去过白浪河湿地公
园的她也忍不住跟家乡的汝矣岛来相比，

“比汝矣岛大很多，很漂亮”。
风筝已成为潍坊的一张名片，很多人

因风筝与潍坊结缘。尽管李周燕不是因为
风筝慕名而来潍坊，但她对潍坊最早的了
解还是风筝。说起潍坊的风筝，李周燕指
了指天空说道，“潍坊是风筝都，还有风筝
广场，风筝很漂亮，种类多样子也多，一根

线就能放飞，很神奇。”李周燕工作之余会
到风筝广场和人民广场游玩，看到有很多
人放风筝，但她目前还不会放风筝，也没
体验过放风筝，“如果有机会，我还是很想
学习怎么放风筝的，应该是一门技术活”。

肉火烧、水饺……说起潍坊的美食，
李周燕脱口而出。李周燕告诉记者，她们
老家有一种美食跟肉火烧很相似，只是里
面的馅是甜的。

如今，李周燕已在潍坊定居，在韩国
首尔与中国老公完婚后便跟随老公来潍
坊工作，在潍坊职业学院国际商务学院担
任韩语老师。李周燕不仅自己在潍坊定
居工作，还将身边的朋友邀请来潍坊留
学读书。在李周燕的邀请下，她的四个
朋友也来到潍坊职业学院国际商务学院
学习汉语。“潍坊很漂亮，我还会继续
邀请我的家人和朋友到潍坊来游玩、学
习、工作。”

提及将来，李周燕告诉记者，虽然在
潍坊生活了一段时间，但是对对中国的文
化还不太了解，希望在工作过程中继续学
习中国博大精深的语言文化。

寿光菜农李保先

菜菜博博会会上上学学技技术术收收入入翻翻好好几几番番
本报记者 丛书莹

潍坊职业学院外教李周燕

如如果果有有机机会会，，很很想想学学放放风风筝筝
本报记者 李涛 见习记者 祁晓明

大棚变现代化

省工省时
从自己刨坑盖棚到使用挖

掘机、从手动卷帘到自动化卷
帘机、从手工铺塑料膜到自动
卷膜机，从人工育苗到工厂化
育苗，浇地从自己拉水泵到滴
灌式，这些变化让李保先感慨
不已：“农业科技就像给大棚
插上了翅膀，大棚越来越现代
化。”

42岁的李保先，种植大棚
14年，一直种的蔬菜品种是五
彩椒。2000年他盖了自己的大
棚，当时只有一个，占地一亩
地。当时从铺塑料膜，到育苗
都是自己来，当时的大棚长70
米，每天光拉棚就要一个小
时，放棚要50分钟。“每天都
是如此，拉棚放棚听着简单，
但是却是个体力活，拉完棚就
会出一身汗，而且长时间重复
后 ， 腰 疼 腿 疼 的 毛 病 就 来
了。”

李保先说，之前没有科技
的意识，后来去了蔬菜博览
会，从博览会上看到了很多的
技术，那些技术省工省时，就
想着为何自己不用技术来武装
自己的大棚呢？在慢慢有了积
蓄后，他已经不满足一亩地的
大棚，2009年他用博览会上得
到的技术，新建了两个大棚。

每个大棚占地4亩，而且他
全部采用机械化，配备了卷帘
机、卷膜机，“现在大棚面积
是原来的8倍，但是每天拉棚只
要10分钟，用遥控器动动手指
后，只要看着就行，机械就帮
着把活干完了，省工省时。省

出的时间自己可以上网学习蔬
菜种植知识。”

他说，现在每年都会去菜
博会上转一圈，每年都会有新
技术出来，他会详细询问展
方，只要对自己有用的东西，
他都会记下来。

交给合作社

蔬菜不愁卖
“以前是种出蔬菜，自己

找地方卖，销量都是自己开着
三轮车出去卖取得，现在村里
成立了果菜合作社，销售也不
用愁了。”李保先说从2009年
加入合作社以来，无论是种菜
还是日常生活都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以前买种、种菜、销
菜、选购农药化肥和农机具等
都需要亲自打理。入社后感觉
一切都非常方便，除了按照订
单要求种出合格的产品外，其
余几乎用不着操心。”

东斟灌村的果菜合作社的
蔬菜收购市场内，空车进满车
出，村民大车小辆地运来蔬
菜，称重、包装、装车，一辆
辆厢式货车满载新鲜蔬菜奔赴
各地的超市。菜农把菜卖出
后，合作社统一给钱，也不用
自己赶集去卖蔬菜。

现在李保先家的五彩椒销
量一直很好。李保先觉得农业
的规模化、产业化是必然的趋
势，仅靠单打独斗、零销碎卖
很难保障种植收益。

“村边建合作社，最明显
的 好 处 是 带 动 周 边 农 民 致
富。”李保先告诉记者，这几
年，在合作社的带动下，菜农
增收渠道不断拓宽，农民收入

水平显著提高。菜农手里有了
钱，过上了好日子，村里的面
貌也大变样。“我们寿光农民
的居住环境越来越好，道路宽
敞，绿化也跟上了。村里还有
健身器械，老百姓生活得很幸
福。”

收入翻番

买了小轿车
“弄了现代化大棚后，现

在一年的平均收入在15万元。
我现在开上了轿车。”说起这
些年的变化，李保先说，现在
的生活富裕了，买上了十多万
的轿车，他对未来的发展前景
有绝对的信心。

以前种旧式大棚时，一年
收入3万多，2009年建设了2个

现代化大棚后，投入了不少，
但是没过多久，就收回了本
钱。“以前种植蔬菜的时候，
使用化学肥料，现在讲求的是
无公害蔬菜，无公害蔬菜使用
豆饼、骨粉、秸秆等天然有机
物经微生物发酵作为肥料；原
先喷洒农药杀菌灭虫，现在蔬
菜种植以中草药、生物制剂预
防病害，运用粘虫板、杀虫灯
消灭虫害。”

李保先说，蔬菜种植达到
了无公害标准，质量大幅度提
高，他种植的五彩椒从个头、
亮度、果重等方面都比其他地
方要好。卖相好了，自然不愁
销售。现在每年纯收入15万元
左右。

说起现在的收入翻番，他
说一开始自己种植大棚的时

候，还吃了不少苦头，有一年
差一点没收回本钱。刚开始种
植大棚时，为了省钱，他都是
自己育苗，买了2000棵苗，培
育出来的不到三分之二，当时
他非常心疼，出不来苗，买苗
的钱赔进去不说，也少了三分
之一的收成。

李保先说，人工育苗的风
险不小，为了降低风险，他采
用了工厂化育苗。他记得在蔬
菜博览会上留了一家育苗公司
工作人员的名片，找到后，便
联系了这家公司。在采用工厂
化育苗后，蔬菜苗的长势很
好。没有出现任何的亏损，收
入一年比一年高。现在采用了
这么多新技术，五彩椒长势又
好，李保先成了村里的蔬菜种
植示范户。

寿光东斟灌村李保先，种植了14年
的大棚。现在年收入有15万元，他说，收
入的增长得益于蔬菜博览会上获取的
新技术，得益于寿光蔬菜业的发展。从
人工到机械化，从人工育苗到工厂化育
苗，李保先说，蔬菜的长势越来越好，每
年的收入也在提高。

李保先在打理自己的五彩椒，他家的五彩椒销量很好。他也成为了村里的蔬菜种植示范户。
本报记者 丛书莹 摄

李周燕与她的学生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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