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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在德城区黄河涯镇幸
福大道旁边的山东鑫昂农业科
技高标准有机蔬菜示范基地，
一年四季车水马龙，呈现出勃
勃生机，在充满绿色的希望之
路上，基地己走过了五个春秋。

山东鑫昂农业科技高标准
蔬菜有机示范园区法人史庆
法，1997年毕业于武汉地质学
院，2001年开始创业，先后创办
了河北鑫昂水电节能有限公司
和河北鑫昂装饰有限公司，在
河北享水电大鳄的称号。

然而，从小生长在农村的
他深知传统的农业种植收益太
低，为了带领乡亲们致富，当年
6月，史庆法带着他的“鑫昂”品
牌回到黄河涯。致力在家门口
打造一处集农业技术示范推
广、蔬菜种苗繁育、蔬菜生产、
物流配送及休闲观光于一体的
高标准示范农业基地。

为带动农民致富，示范基
地实行“基地+农户+市场”的经
营模式，通过统一品种、统一种

苗、统一栽培技术、统一施肥、
统一品牌包装的生产模式，提
高产品的品质和数量，从而提
高种植效益，带动农民增收。

同时，有机示范基地成立了
三个合作社、一个联合社，其中，
吃不够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
社，主营西红柿、黄瓜、甘蓝、大
红袍茄子等蔬菜的种植与销售。

吃不够西瓜种植农民专业
合作社，主营西瓜种植。所种植
的西瓜不仅糖分高，个头还大。
2014年在德州市首届西瓜瓜王
大赛上获得瓜王奖荣誉称号；
2016年荣获“2016”德州市西瓜
瓜王大赛“一等奖”和“二等奖”。

德州市鑫昂果蔬种植农民
专业合作社，主要经营培育特
种果苗及蔬菜育苗，育苗品种
为：西瓜、茄子、西红柿、黄瓜
等，可以满足周边菜农对优质
蔬菜种苗的生产需求。

吃不够种植农民专业合作
联合社，主要经营瓜果蔬菜销
售及技术推广，引进联合社成

员及合作社成员
所需的新品种、新
技术，采购联合社
成员种植所需的
生产资料等。

为了更好的
品牌化经营，2014
年，示范基地注册
了“吃不够”商标。
2016年示范基地
又荣获国家的有
机食品证书。截至
目 前 ，社 员 突 破
350户，经过聘请

专家及引进先进栽培技术，对
黄河涯蔬菜、水果等进行有机
化栽培。

2012年，山东鑫昂农业科技
高标准蔬菜有机示范基地又成
功成立了德州市南郊果蔬批发
市场和德州市南郊岳高铺瓜果
蔬菜批发市场(定点批示市场)。
自建立以来，每天交易量200万
斤，带动种植、物流等相关就业
人员千人以上。截至目前，这两
个批发市场己成为济南以北、天
津以南、石家庄以东屈指可数的
果蔬批发市场，同时也丰富了冀
鲁京津地区市民的菜篮子。

无论“务工”还是“务农”，
史庆法将麾下的多家“鑫昂”都
做出了名堂，随着事业的不断
壮大，他也越来越多地回报社
会，贡献税收、带领乡亲们致富
及助残济困。

2014年成立的山东鑫昂投
资有限公司，主要以自有资金对
外投资，资金与科技相结合的方
式，实现个体与集体的发展共赢。

为了带动周边乡镇残疾患
者脱贫，山东鑫昂农业科技高
标准蔬菜有机示范基地还将患
小儿麻痹症的史庆信，安排在
市场里当司磅员，一个月发放
1500元工资。

2014年，德州市残联将山
东鑫昂农业科技示范园定为

“德州市残疾人就业扶贫优秀
基地”，扶贫优秀基地的落成更
加鼓励了残疾朋友通过学习和
培训，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劳动技
能，改善自己的生产生活状况，
更好地融入社会，发家致富。

园区发展现状及规划，经
过不断努力，截至目前，山东鑫
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已占地
528亩。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
发展理念，以加快德城区现代
农业示范区建设为目标，积极
打造绿色、有机蔬菜品牌，提升
蔬菜业综合效益。

山东鑫昂农业科技有机蔬
菜示范基地在原有蔬菜生产条
件基础上，新建高标准钢架结
构拱圆大棚，可实现水肥一体
化标准化生产100%覆盖；新建
连栋温室，可实现工厂化育苗
周年均衡供应，示范园优质种
苗使用率实现100%，同时供应
周边社员和菜农生产需要。

新建农业有机废弃物生物
处理中心，可实现园区农业有机

肥全部腐熟预处理，农业有机废
弃物100%回收利用。同时，满足
联合社、合作社和周边菜农对生
物有机肥的需求，农业有机废弃
物回收率达到100%以上，实现
农业生产生态循环。通过改善生
产基础条件，采用标准化生产技
术操作规程，在产品质量、包装
规格等方面实行标准化；实现分
级收购、包装、销售，使蔬菜产品
逐步实现质量等级标准化、重量
标准化、包装规格标准化，100%
品牌化销售；产品质量达到国家
安全标准，部分达到绿色有机
食品标准；产品抽检合格率达
到100%，有机蔬菜标准化技术
普及率达到100%；蔬菜总产量
达到1400吨，增产15%以上。为
全市及全省的京津冀菜篮子工
程做自己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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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鑫昂农业科技有机产品研讨会在鑫昂集团召开，中国有机生态产业联

盟创始人黄椿源、中国国际商会有机产业发展委员会主席赵晨应邀参加

“吃不够”西瓜荣获国家有机食品认证

我与齐鲁晚报相识于十九年前的
1997年。当时，单位分了新房子，心里非
常高兴。搞装修、买家具、家电，购置生活
用品，房屋布置一新，居住环境也发生了
新的变化。但兴奋过后，总觉得在精神生
活上还有所欠缺，向同事和邻居谈了我
的想法之后，他们都建议我订阅一份齐
鲁晚报，因为该报信息量大、贴近生活，
是居民百姓良好的生活食粮。于是，从
1997年开始，我就订阅了齐鲁晚报，至
今，她已经陪伴我走过了十九个春秋。

我与齐鲁晚报相知于2010年。2010年
7月29日，齐鲁晚报·今日德州创刊，使齐
鲁晚报更接德州地气，一报在手就能了
解到德州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了解到
百姓关心的大事、小事和新鲜事。今日
德州落地的当年，就承办了齐鲁晚报组

织的“首届山东省百姓品酒大赛”德州分
赛场的比赛，各路民间品酒能手踊跃报
名，积极参加。由于我比较喜欢在闲来
无事时独自浅酌，有时也在和朋友聚
会时把酒言欢，因此，我抱着向选手学
习交流的心态，积极报名参加比赛。从
初赛到复赛，经过多轮角逐，最后，我获
得了“首届山东省品酒大赛银钻品酒
师”的称号，有的朋友说：“你不仅爱喝
酒，还喝出了名堂。”我说：“这主要得益
于齐鲁晚报·今日德州给了我们一个良
好的平台。”

今年7月29日，是齐鲁晚报·今日德
州创刊6周年的纪念日，借此机会，我向
贵报送上深深祝愿。祝您朝气蓬勃，蒸蒸
日上，不断发展；愿您扎根德州，面向基
层，服务百姓。

结结缘缘十十九九载载 悠悠悠悠不不了了情情

细算起来，与齐鲁晚报结缘16年了。
16年前，我在公安机关文秘部门任职，从
事宣传事务，与媒体联系多，报刊订阅的
种类也多。这么多刊物，大多只看看标
题，就扔到墙角的报纸堆里了。但齐鲁晚
报除外，从头到尾，每张都看得很仔细，
尤其是我喜欢的评论、青未了几个栏目，
真让人爱不释手，赏心悦目。

没官腔，接地气，这是最喜欢它的原
因。有的报纸，领导活动占了一大块，歌
功颂德的占了一大块，杂七杂八占了一
大块，广告又占了一大块，看上去高大
上，看一眼就成了废纸。而齐鲁晚报不
同，重大新闻直奔主题，一针见血，一图
见真相，让人解渴过瘾，节约时间，获得
真知。二版评论版块，切中时弊，标新立
异，令人耳目一新，拍案叫绝。

导向正，能实用，这也是吸引人的地
方。齐鲁晚报始终在传递正能量，弘扬主
旋律，忧国民之忧，揭伤疤少，疗伤疤多，

一个靠市场吃饭的报纸，不靠标题党吸
引眼球，不靠渲染情色拉拢观众，而靠档
次文化品味来占领市场，真是难能可贵。
此外，这份报纸的实用性就不言而喻了，
今年儿子高考，好多信息都是从上面获
取的，妻子、儿子争看头一眼。

有品味，长见识。现在生活节奏太
快，容易使人浮躁，整天忙忙碌碌，能说
之事无二三。读读青未了版，徜徉其中，
驰骋古今，经天纬地，能让人摆脱平庸，
增长真知卓见，受益匪浅。

它能伴你十多年，给你孤寂的人
生旅途上送来精神上的食粮，为你引
航导路，指点迷津，风雨无阻，称之为
良师益友真是豪不夸张。我这人守旧，
齐鲁晚报虽然有了手机端、电子版，阅
读更方便，但我还是喜欢寻油墨的芬
芳。我愿意与齐鲁晚报一起成长，为它
增添更多的精神食材，讲好中国故事
和身边的故事。

我我最最喜喜欢欢它它““没没官官腔腔，，接接地地气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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