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淄博市临淄区皇城镇北羊村，蔬菜大棚内生机盎然，菜农们一大早就在自家大棚里忙活着，摘菜、装桶、打包……一派繁忙景象。
“今天早晨5点多就来大棚里摘西红柿，摘了1000多斤，有了这个轨道车，能省下两三个人的劳动力，这要是在老棚，光搬运这些西红柿就得一上午。”5月24日上

午9点菜农李玉霞在大棚里一边用轨道运输车将最后几桶西红柿运到大棚的入口，一边如数家珍地说，“我这个棚墙高8米，长130米，宽20米，占地7亩，智能雾化机、
水肥一体机、自动放风机、病虫害追踪器等智能化设备一应俱全。”在皇城，像李玉霞这样的现代化蔬菜大棚已建成650余个。

皇城镇越来越多的现代化、标准化、无公害化蔬菜大棚拔地而起，源自于2023年临淄区实施的蔬菜产业振兴三年攻坚行动，“皇城镇的‘旧棚改造’，就是通过开
展智慧蔬菜大棚示范基地建设，新建现代化蔬菜大棚，引进智慧化设备，让‘旧棚’变‘新棚’，提升大棚蔬菜产能，助推农业生产增效和群众增收。”在皇城镇党委书
记路庆锋看来，蔬菜大棚“棚改”意义深远。

“棚改”扭转“三老”局面

蔬菜种植是皇城镇的支柱
产业，拥有“临淄西红柿”“临淄
西葫芦”两个国家地理标志，大
棚数量1.2万余个，占淄博市近
40%，蔬菜产值占全市蔬菜总产
值的60%，是名副其实的“淄博
菜篮子”。

2023年，全镇蔬菜大棚产量
突破20亿斤，年产值超过40亿

元，户均年收入达20余万元，入
选首批国家农业产业强镇，坊间
甚至流传“皇城镇老百姓在临淄
城区买房都是带现金”的说法。

皇城镇依靠设施蔬菜种植
优势奠定了“因农致富、因农强
镇”的基础。然而，40多年历史
的大棚种植让棚老、人老、技术
老的“三老”问题成为困扰皇城

大棚蔬菜种植业发展的“痛点”。
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皇城
镇15年以上棚龄的蔬菜大棚
5100余个，占比超过40%，这些
老棚均高2米，内部空间狭小，多
数需菜农弯腰作业，大棚设施老
化、破损严重、保温性能差等短
板劣势，影响着蔬菜的品质和产
量，也严重阻滞了大棚蔬菜产业

的高质量发展。
如何打破“三老”难题？“棚

改”是最直接的手段。2023年，
临淄区提出了实施蔬菜三年攻
坚行动，新改建一批标准化蔬菜
大棚，培强做优西红柿、西葫芦
等优势品牌。

皇城镇作为“前沿阵地”，按
照“一年示范、二年推广、三年铺

开”的总体思路，以旧棚改造为
基础，协同推进产品提质、销量
扩增、品牌溢价和人才培养，精
准把握平台公司、工商资本、村
党组织、合作社、农户的需求和
优势，探索“平台公司+企业+党
支部”“企业+党支部+农户”“党
支部+合作社+农户”等7类旧棚
改造模式。

城里“打工人”回村“务农”

“我从小没玩过土坷垃，之
前就是在城区打工。去年听说
北羊村新建了大棚，用的都是智
能化、现代化设备，我就有了‘务
农’的想法，想尝尝自己种出来
的西红柿是什么味。”李玉霞家
住临淄城区，2023年12月初，她
辞去了城里每月3000多元的工
作来村里当起了菜农。

站在宽敞明亮、视野开阔的
大棚里，李玉霞告诉记者：“我这

个棚种了近6000棵西红柿，一开
始我是‘一窍不通’，幸亏有哥哥
和‘棚友’们的帮助，他们都是多
年的‘老把式’，这半年西红柿生
长的每一个环节，他们都提前告
诉我该做什么，哪个时间节点施
肥、授粉、打叉，目前种了一季西
红柿，预计收入15万—18万元，
我对大棚越来越有信心了。”

从“城里人”变为菜农，李玉
霞克服了“水土不服”。种菜不

仅让李玉霞体验了劳动乐趣，年
收入也比以前打工至少多挣5
万元。

北羊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王子泉表示，全村共有各类
蔬菜大棚1996个，90%的大棚都
是上世纪90年代建设，村里种菜
的人绝大多数在55岁以上，50岁
以下的仅占10%左右。传统蔬
菜大棚高度低、面积窄、有立柱，
先进的智能化设备及大型作业

机械难以进场，更无法吸引年轻
人回村创业。

2022年，北羊村引入现代化
蔬菜大棚产业园项目，计划建设
125个现代化高标准大棚。目
前，一期22个大棚已投入使用，
里面都配套了放风机、智能雾化
机、水肥一体机、病虫害追踪器
等智能化设备，种植品种有西红
柿、西葫芦、泡椒、彩椒等。新式
大棚的建设吸引了像李玉霞一

样的年轻人回村“务农”。今年，
北羊村计划再建60个大棚。

“新棚虽然还没有建，已经
有好几个年轻人来找我预订了。
新棚建好后，我们计划引入新品
种‘口感草莓西红柿’，通过特色
高品质产品实现高收益，进一步
带动多元化发展。”谈及产业园
的未来发展，王子泉信心十足。

17个大棚只用一个人管理

临淄区智慧农业示范基地
建设项目位于皇城镇韩家村，现
代化、智慧化是这个基地的
标签。

“去年12月份园区刚建好，
我就租了一个棚，得益于高标准
大棚的先进设备，才种了一季西
葫芦就有了17万余元收益。和
以前的老棚比，新棚的产量比原
来提升了30%—40%。”韩家村
村民高海燕同时种了两个大棚，
另一个是2018年建的蔬菜大棚，
新老两个棚的对比让她体会到

了“智慧农业”带来的高效高产。
淄博联国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负责人杨连国是园区的投资
人，他告诉记者，示范园的原址
是24个老旧大棚，设施比较落
后。2023年，他们在这里进行了
旧棚改造，将24个老旧大棚推倒
后盖上了17个智慧化大棚。改
造完成后，大型拖拉机可以进棚
进行秸秆还田、深翻土地，不仅
起到增肥增产的作用，也极大减
轻了人工成本。杨连国表示，8
月份，公司准备在大棚一侧建一

个操作室作为配套设施，“建成
后，17个蔬菜大棚的卷帘、放风、
水肥一体化等1个人操作电脑设
备就能完成，一举多得、省时省
力。”

一座座现代化蔬菜大棚，撑
起了富民产业振兴的新希望。
目前，皇城镇共划分了43个“棚
改”园区，着力打造北羊园区、郭
家园区、大马园区、南蓬园区、史
王园区、韩家园区、崖付园区7处
集合当下先进智能化设备的旧
棚改造示范园区，改造投产后实

现产量提升30%、节水60%、节
肥40%。此外，通过支部引领、
龙头参与、资本介入、政策扶持
等方式，全面打开了“旧棚改造”
局面，展现了“以业振兴”的良好
态势。

皇城镇党委书记路庆锋表
示，今年，皇城镇将全力完成
1464个旧棚改造任务，争取
2025年更新重建旧棚区达3500
亩。在完成老旧棚区改造任务
的同时，不断向深加工领域挖
潜，积极探索农业高质量发展新

模式、新路径，全力实现用“蔬菜
振兴”带动乡村全面振兴。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张吉宝 李鸿斐 通讯
员 朱海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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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城为什么对1464个大棚“棚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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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棚内即将成熟的泡椒。

菜农采摘西红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