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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5日，小寒时节。
在临淄区皇城镇北羊村村

北，挖掘机的轰鸣声不断传来，
一片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正
在改造的6个大棚是北羊村千亩
现代蔬菜产业园一期工程，工人
们正紧张地搭建全新的钢架大
棚，再过10天左右，春节前6个大
棚都能进入“工作状态”，这6个
棚也将种上“高端货”：3个棚种
风味西红柿，3个棚种2K西瓜。

“这新建的高标准大棚，棚顶高、
空间大，挖掘机、耕地机都能开
进来，以后种大棚再也不用躬着
腰进进出出了。”工人荣涛一边
加固大棚花梁骨架一边说道。

“我们村是镇上有名的蔬菜
种植村，全村有1006户村民，常
住人口2900余人，从事大棚种植
的有700多人，65岁以上的老人
居多。村里大棚大部分是上世
纪90年代建设，近年来，随着村
里年轻人逐年外出流失，我们也
面临着蔬菜大棚人老、棚老、技
术老的问题。”北羊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王子泉告诉记
者。去年以来，皇城镇党委政府
的领导带着各村的“两委”成员
到寿光、沂源等地去学习，经过
实地考察，北羊村决定进行温室
大棚提升改造，将旧棚改新棚、
小棚换大棚，在提高土地利用率
的同时增加菜农经济效益、壮大
村集体经济收入。北羊村千亩
产业园温室蔬菜大棚提升项目
计划投资8000万元，将建设占地
1000亩的125个蔬菜大棚，项目
分三期建设，一期投资1000
万元。

在与新建大棚一路之隔的
老式大棚里，种了二十几年菜的
菜农任建勇正将一桶桶的五彩
椒提出来放到三轮车上，准备运
到市场上卖给收菜的菜商。

作为种菜的“老把式”，任建
勇深有感触地说：“这老棚又小
又矮，人要低头弯腰躬着身子才
能进去，翻地用的小型旋耕机在
棚里作业又慢又费劲，关键是效
率低；每到五彩椒成熟的时候，
我们得一桶一桶地抬到车上再
运出去。听说新棚很敞亮，还有
一应俱全的现代化智能设备，浇
水施药又匀称又节省，骑上轨道
小车就能将摘下来的菜运到大
棚门口。翻地还有大型耕地机，
开进来，几下子就能把菜地耕一
遍，耕得又快又深，等种完这一
季，明年二期项目我也租个新式
大棚种种。”

北羊村和任建勇一样对“智
能棚”充满期待的不在少数，村
里退休的老会计崔洪农就是其
中之一。

崔洪农今年66岁，退休后自
己种了2个蔬菜大棚，这次改建

的6个大棚中就包括崔洪农的大
棚，“原先我种的棚都已经建了
20多年了，透光性不好、增温效
果差、蔬菜产量相对较低，这次
村里一说要建设千亩产业园，我
就盼着把我的棚也改造了，最终
是如愿了。今后有了智能装置，
大棚产量高、种菜也轻松，不仅
能带动我们村民增收，还能促进
村里发展，这个项目不孬！”自从
温室大棚改造提升以来，崔洪农
每天一早一晚都要来现场看看
施工进度，和建棚的工人一起探
讨大棚建设中的问题，并且主动
提出晚上义务看护大棚。

“智能大棚建成后，菜农用
手机就能远程操作，根据大棚里
的气温、风速、光照、湿度等情况
进行打药、放风、喷灌等程序，菜
农不来棚里也不耽误种棚，只有
收菜的时候，需要人在现场。”王
子泉告诉记者，北羊村千亩产业

园将通过智能硬件、物联网、云
平台、大数据等技术对传统的温
室大棚进行升级改造，配备水肥
一体机、自动卷帘机等多种智能
设备，在蔬菜种植过程中，通过
传感器、摄像头对大棚内的空气
温湿度、光照度、施肥作业等信
息进行采集，完成精准灌溉、精
准施肥、精准播种、精准收获，帮
助菜农实现从“经验种植”到“智
能种植”的转变。

在施工现场，王子泉给记者
算了一笔账，“以西红柿为例，原
来面积2.8亩的老棚，实用面积
1.45亩，西红柿的季产量1.5万斤
左右，村民季均收入3.2万元左
右，现在的智能化新棚不仅耕地
机可以进入大棚进行深耕，减少
人工及农作物病虫害，而且在棚
里就能实现蔬菜秸秆还田，有利
于土地增产增收，预计一个占地
面积8亩实用面积4亩的新棚，西

红柿产量一季能达到8万斤左
右，比原来的老棚提高蔬菜产量
50%以上，菜农增加收入在50%
以上。”

“自从项目开始建设，我已
经接到好几个在外打工的北羊
村“80后”年轻人的电话，他们很
关心大棚建设进度，问我大棚什
么时间建好，想通过租赁或者购
买的形式，回村里当‘新农人’。
我们希望大棚改造后，通过科技
含量和收益保障的提升实现产
业引人、家业留人，让在外的‘棚
二代’回流，实现北羊村农业发
展良性循环。”

皇城镇党委书记路庆锋表
示，蔬菜产业是皇城的“饭碗”。
自上世纪70年代起，皇城开始发
展设施蔬菜产业，到现在已有40
多年的历史，目前，全镇共有蔬
菜大棚1.4万个，年产蔬菜60多万
吨，是名副其实的“淄博菜篮
子”。然而产业收益丰厚的背后
也面临着种植单一、种植人员年
龄偏大、与先进区县相比技术迭
代不够、亩产效益低等问题。今
后，皇城镇将深入实施设施蔬菜
产业振兴三年攻坚行动，通过打
造北羊“千亩智慧产业园”、孚瑞
加温室大棚示范区2处试点，以
点带面，加快推动3300处蔬菜旧
棚更新换代，逐步实现皇城蔬菜
产业向电气化、智慧化现代新型
智能大棚升级，通过标准化生
产、品牌化建设、订单式销售的
现代化产业发展之路，延长蔬菜
种植产业链。此外，皇城还将积
极探索打造农旅融合新样本，由
单一的蔬菜种植，向集农业景
观、农事体验、观光旅游于一体
的产业化发展之路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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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淄皇城北羊村投资8000万元建设125个蔬菜大棚

“老把式”种上“高端棚”增产增收50%

北羊村千亩现代蔬菜产业园施工现场，工人们正紧张地搭建全新的钢架大棚。

一集卖了四千块 烟火气又回来了
“平时的集不会有这么多

人，年集的人格外多，怕我们两
口子忙不过来，还喊了老父亲来
帮忙。”1月9日，是农历的腊月十
八，淄博经开区傅家大集，摊主
张爱建一边向记者介绍，一边招
呼着顾客。

热闹、喧闹、吵闹正是张爱
建印象中的年集，而今天的营业
额也果然如他所料，有4000多
元，收获满满。

“炒茶枣炒茶枣，缓解胃寒、
胃痛、嗓子痛……”张爱建除了
卖炒茶枣外，还经营辣椒、香料
等调味品。过去三年里受疫情
影响，生意不太好做，最差的时
候赶一个集只能赚三四十块钱。
不过已经摆摊15年的张爱建对
大集的感情十分深厚，常年奔波
于大集上的他也一直信奉劳动
致富。“我们就是靠赶集吃饭的，
一天不赶就在家待不住了，哪怕
一个集挣十块八块，我们也一直
坚持出来摆摊，凭自己的努力养
活一家人，而且最近人越来越

多，明显感觉生意好起来了。”张
爱建说。

“随便尝，好吃再买”“已经
很便宜了，关系再好也不能便
宜这么多”……大集上叫卖声
此起彼伏，汇成了一幅生动画
面。讨价还价的嬉笑交际让大

集显得尤为热闹，也让人感觉
亲切。刚出锅的炸绿豆丸子、
冒着热气的炒茶枣、小朋友手
中的糖瓜和炸馓子，人间烟火
气，年味渐浓时，人们熟悉的烟
火气回来了。

“赶集最大的变化是以前

陪父母来，现在是陪女朋友来
的，而且现在赶集也不是说单
纯来买东西了，出来玩玩，凑个
热闹，赶个年味儿。”放寒假的
大学生潘浩杰与女朋友一起来
赶集，他们的目标明确，炸肠、
牛肉干、干果，好吃的食物统统
拿下，购足家中过年的零食所
需。无论是附近的居民，还是
归家的游子，无论是老人，还是
小朋友，赶一场集，收获的不仅
是年礼，还有记忆里的乡愁。

过去，大集为地区的繁荣
发挥了很大作用。但随着城市
化的发展，曾经的大集功能渐
渐被商场、超市、便利店所取
代，赶集的人群也大多是中老
年人，他们来购买家中一周的
用品所需。

如今，大集既要保留原始
特色，又要满足对卫生、管理秩
序的新要求。“我们不断丰富大
集商品的种类，由原来的500余
个摊位扩展到现在的1000余个
摊位，我们也将继续加强对大

集的管理，更好地服务商户，为
居民提供优质的大集环境，保
护、延续大集文化。”傅家镇工
作人员王光加介绍。

在淄博的年集上，除了平日
里卖的鸡鸭鱼肉、水果蔬菜等常
见物品，还可以看到沂源大锅全
羊、清香可口的西河煎饼、独具
特色的博山酥锅、非遗美食周村
烧饼等各种淄博特色产品。在
市井长巷穿梭，风尘裹着人们向
前。一处处分区明确、整齐有序
的摊位上，横陈各式琳琅满目的
商品，拥挤的街道上，络绎不绝
的人群，与川流不息的车辆，一
一来往，驻足停留，采购、置办年
货。与蓬勃的人间烟火气撞个
满怀，温暖彼此。在热闹的生活
里，见证一个个千姿百态的灵魂，
满载而归，迎一个富足美好的吉
祥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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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家大集上，人们开始购买年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