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济南7月3日讯（记者
张召旭） 7月1日，2016“食

安山东·诚信守望”典型公选第
三批名单正式上线，自6月13日
活动推出以来，至今天20天时
间里，公选活动点击量突破120
万次，总投票数已经突破36万
票。本次公选活动投票时间将
于25日正式结束。

数据是对品牌和本次活动
最好的明证：

6月13日，活动一推出就受
到了社会热切关注，当日点击

量即超过2万余人次。
6月15日下午6点,活动点

击量突破20万,投票总量突破
15万!

随着7月1日最后一批公选
名单（30家）公布，活动分三批
共推出210家名优食企。截至今
天，20天时间里，公选活动点击
量突破120万次，总投票数已经
突破36万票。

根据组委会规定，首批120
家企业投票时间将截止到7月7
日24:00，如果你认可这些企

业，请抓紧为他们点赞！
在推出的2 1 0家企业当

中，有的企业市民耳熟能详，
对有些企业市民可能只略知
一二，甚至根本不了解。比
如，消费者对金龙鱼、胡姬
花、口福等食用油品牌家喻
户晓，但不知其母公司益海
嘉里其实是享誉世界的全球
第三大粮油集团。为此，结合
公选，“食安山东官微”同时
对一些食品企业的品牌文化
和产品品质进行了介绍，整
个典型公选过程无疑是一次
对企业品牌最好的推广。

眼下，整个活动投票已经
突破36万票。应该说，在公选前
期，不少投票主要来自企业内
部职工以及周边朋友熟人，但

随着活动的持续推进，有些企
业得票数稳步增长，有些则停
滞不前，其实后一阶段的投票
更是对产品质量和市场美誉度
的深度考验。

毫无疑问，人人希望享
受安全放心的高品质食品，
但是，我们更要感恩感谢那
些恪守诚信、兢兢业业、精益
求精用良心为我们奉献良品
的良食人。引导公众发现诚
信，敬畏品牌、敬重品质，才
是本报发起此次“诚信守望”
社会公选的良苦用心。

典型公选投票截止时间为
7月25日。市民可关注“食安山
东官微(sasdgw)”点击平台下
方“公选投票”,并为你认可的
企业及个人投上庄严一票。

第三批公选名单上线，第一批投票本周四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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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没想到，今年的果实产
量远远超出预期，这意味着黑
枸杞完全可以实现在广大非盐
碱地区规模化种植。”看着位于
泰安市东平县井仓基地的黑枸
杞浑身挂满黑色浆果，山东海
水蔬菜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
长冯立田兴奋地说道。冯立田的
另外一个身份是山东大学生命
科学院博士，我国盐生植物研究
专家、中国盐碱荒地高效生态农
业的忠实实践者，海水灌溉药
用保健植物——— 黑枸杞盐碱地
人工栽培技术专利发明人。

泰安贫瘠山坡
长出“抗癌神器”

“现在正是采摘时节，你看
长势多好！”在井仓基地，顺着
冯立田手指的方向，一排排黑
枸杞长势旺盛，一条条分枝或
斜垂或横卧于地面，淡绿色的
小树叶和白色的刺密布于枝条
之上，枝条上，长满一簇一簇形
同“小葡萄”的紫黑色浆果。

红枸杞的营养价值人人皆
知，而黑枸杞的营养价值因花
青素远高于红枸杞。除了富含
人体必需的矿物质元素和微量
元素，其黑色素更是具有清除
自由基、抗氧化的功能，是黑色
食品的佼佼者。黑枸杞提取物
具有抗血脂、降血糖、抗氧化、
免疫调节、延缓衰老的、预防治
疗心血管疾病、动脉硬化、肿瘤

药物的应用价值。
这种滋补圣果，原来只在

我国新疆北部、青海东部等地
区的高山沙林、盐化沙地、河湖
沿岸中有分布，近些年随着营
养价值逐渐得到市场认可，其
价格更是一飞冲天，一度疯狂
到上万元/公斤，后来终端零售
价在 2000 元/斤。

19 年精研一枚
“乌克兰圣果”

那么，冯立田是怎么把这
种原本长于西北干旱半干旱
地区的野生珍贵植物“移种
到”山东这个半湿润地区落地
生根的呢？

时间倒回到19年前，当时

已经涉足盐生植物研究领域近
10 年的冯立田正痴迷于我国
盐碱地开发从世界各地广泛搜
集耐盐碱植物品种。一个很偶
然的机会，在科研交流中他得
到了一枚来自乌克兰黑海边的
野生黑枸杞种子，其典型特征
是高度耐盐，属于盐生植物，符
合我国沿海盐碱地区的土质特
点和气候环境。

冯立田带领课题组围绕黑
枸杞品种的筛选和配套栽培技
术不断攻关试验，终于在环渤
海重盐碱地区种植栽培成功。

黑枸杞人工栽培技术的成
功结束了世界范围该品种没有
人工栽培的历史，冯立田信心倍
增，一个更大胆的想法也在他心
里酝酿：如果黑枸杞能在非盐碱

地区人工种植成功，将会带动起
一个庞大的健康产业。

机会很快来了。经人介绍，
冯立田的山东海水蔬菜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和山东华牧天元农
牧股份有限公司合作，首个黑枸
杞非盐碱地试种基地选在泰安
市东平县东平街道井仓村。“华
牧天元董事长刘玉民原是山农
大动物科学院教师，是学者型企
业家，我们一拍即合。”

“之所以选在井仓，也是考
虑当地属于相对贫瘠的山区，
一旦试种成功，则为贫困山区
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提供新的
可能。”冯立田说，基地一成立，
他便马不停蹄地带领团队开始
研究探索，从品种选育、脱毒，
单株放大，再到大田种植，再到

配套肥料、专用技术，经过无数
次试种试验，终于摸索出一整
套相对成熟的黑枸杞栽培管理
技术。

“原来预计亩产干果能到
30斤，现在看达到40-50斤毫
无问题。”冯立田指着院中正在
晾晒的一排排黑枸杞鲜果信心
满怀。由于产量远超预期，基地
晾晒设施竟严重不足，采收人
员也显得捉襟见肘。虽然有点
忙乱，但冯立田难掩兴奋之情。

源头规模化种植
成就黑枸杞产业

“黑枸杞自身的营养价值
毋庸置疑，从大处讲这是一个
造福人类的健康新产业，但仅
仅依靠野生资源毕竟有限，人
工培育和栽培是大势所趋。”在
冯立田看来，东平井仓基地的
成功不但拓宽了黑枸杞的种植
范围，还为贫困山区脱贫致富
指出了一条路子。

近些年由于市场持续火
爆，一度爆出野生黑枸杞资源
遭遇“洗劫”、破坏式盗采等新
闻。为此去年 7 月 1 日，青海省
正式实施《海西蒙古族藏族自
治州野生枸杞保护条例》，首次
对野生枸杞划定禁采期。

“要实现黑枸杞产业从原
果销售到高附加值、深加工转
变，没有源头规模化种植保证
产量和品质是不可能的，人工
种植成功是广大消费者的福
音。”冯立田认为。

本报记者 张召旭

垦利，黄河入海的地方，曾
经是最让人头痛的盐碱滩，如
今人们正用科技和痴诚把它改
造成绿色粮仓。东营市一邦农业
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周红

正在这样身体力行，把“黄河口
大米”生态大米品牌越做越响。

在垦利县永安镇二十八村
“渤海粮仓”一邦农业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核心示范基地，绿油
油的水稻正汲取着黄河水努力
生长，稻田里不时有小龙虾和
小鱼浮出水面。这些当年只长
茅草的滩涂地，眼下却是一幅
江南水乡的影像。

“我们稻田中几乎没杂草，
杂草都被大闸蟹吃了，龙虾吃
水里的害虫，还可以给稻田松

土，大闸蟹和龙虾的粪便是有
机肥料，而水稻又有净化水体
的作用。”谈起自己的生态种养
模式，董事长周红很是自豪。

毕业于济宁农校植物保护
专业的周红毕业后即分配到胜
利油田农技站工作，自那时起与
水稻结下了不解之缘。之前这片
土地以种植棉花小麦为主，由于
产量不高常被农民废弃。“想在
盐碱地上种出优质的黄河口大
米确实很难。”周红说，每年种植
水稻之前，都要对土地进行洗碱

压碱处理，还要对水稻品种和种
植技术进行配套管理。

“现在公司已流转土地
2350亩，发展订单种植区8000
亩，由12个种植大户经营，同时
公司还为周边4万亩稻田提供
技术服务。”之前周红一直致力
于利用技术为周边农户服务，
农户也信任她，合作社一成立
就得到460多户社员拥戴。

合作社刚起步时只有在村
里流转的30亩试验田，公司负责
选出一批抗盐碱水稻品种进行

试种，然后再精选出产量高、品质
好、最适宜当地种植的好品种，推
广到农户。经过3年时间，现在，当
地“黄河口大米”的亩产量已经从
800斤增加至1200斤。

产量上来了，现在周红想
的是如何让优质的黄河口水稻
卖出好价钱。“我们想在全国打
响黄河口大米品牌，同时也打
响有机鸭、龙虾、甲鱼、大闸蟹
的品牌，这样就能带动更多的
农户参与渤海粮仓建设，走出
一条靠盐碱地致富的路子。”

黄黄三三角角盐盐碱碱滩滩上上的的““稻稻田田守守望望者者””

【 诚 信 守 望 】

在山东泰安试种成功

天天价价黑黑枸枸杞杞有有望望本本土土落落地地惠惠民民

泰安市东平县成功实现人工规模化种植的黑枸杞鲜果正在晾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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