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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新区葡萄产业现状》报告，
全区6200亩种植面积中，大村镇占
3100亩，年带动就业1000余人，人均
年增收近3万元。站在产业升级的关
键节点，李国富对未来有清晰的规
划：“散户种植成本高、深加工比例
低、品牌辐射范围有限，这些都是我
们要突破的瓶颈。”
　　在李国富的办公室内，一瓶瓶由
葡萄作为原料酿制的酒品包装精美，

酒香四溢。“我们联合青岛紫斐农业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开发了高品质酒
品，进一步延展葡萄产业链条。”李国
富介绍。
　　尽管成绩亮眼，但李国富始终保
持清醒：“阳光玫瑰种植面积每年增长
20%，同质化竞争加剧，必须走差异化
路线。”针对散户困境，协会正试点“托
管服务”：由龙头企业统一管理散户
大棚，按产量分成。“这样既能保证品

质，又能降低散户风险。”李国富说。
　　从青涩的“农业新人”到沉稳的
产业领路人，李国富用8年时间书写
了一段“葡萄藤上的传奇”。他的故
事，是新区青年扎根乡土、科技兴农
的缩影，更是乡村振兴战略下产业升
级的生动实践。当阳光再次洒向大
棚，串串青果正孕育着新的希望———
这颗“致富果”，终将在科技与创新的
浇灌下，结出更丰硕的果实。

□文/图 本报记者 梁玉鹏

　　五月，西海岸新区的
阳光玫瑰葡萄进入花期。
在大村镇前王家庄村附近
的葡萄智能大棚里，一串
串嫩绿的花序挂满藤蔓，
手机显示屏上实时跳动着
大棚里的温度、湿度等数
据。“今年因为气候原因，葡
萄发芽不均、根系营养供
应不足，落果、僵果风险比
往年高，但我们通过智能
温控和精准把控施肥，已
经稳住了长势。”西海岸新
区葡萄产业协会会长李国
富说。这位90后“新农人”
正用科技与创新，串起新
区葡萄产业的升级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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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怀揣着对土地的热爱，
李国富离开工作7年之久的教师岗
位，加入新区一家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彼时的他，是个连葡萄品种都
认不全的“农业小白”。“白天跟着老
员工泡大棚，晚上啃理论知识，打听
到国内哪里种植技术好就去拜访学
习。”回忆起入行初期，李国富坦言压
力很大。

　　一次偶然的尝试，让他崭露头
角。公司一块土豆地收割后闲置，他
提出改种红薯并尝试密植技术。“当
时村民都说‘年轻人瞎折腾’，但我们
通过薯秧控旺，亩产达到3000多斤。”
这场“逆袭”让李国富意识到：农业要
发展，必须靠先进技术。
　　2017年，阳光玫瑰葡萄在南方市
场走俏，公司引进了70根枝条。“70根

枝条，承载着整个团队的希望。”李国
富带着技术团队辗转浙江、云南等地
学习，但南北方气候差异让照搬的技
术“水土不服”。“北方昼夜温差大，南
方的疏花技术会导致穗型松散，我们
必须自己琢磨。”经过三年摸索，2020
年基地的阳光玫瑰实现两年丰产，亩
产4500斤，成为新区首个规模化种植
成功案例。

　　在行业里摸爬滚打几年后，不甘
于现状的李国富离开公司，承包了170
余亩土地，开始了葡萄种植创业之路。
　　近日，记者走进李国富葡萄种植
园区的7号智能大棚，棚顶的放风系
统正随着光照强度自动调节温度。

“这套系统是我们团队自主研发的，
能实时监测土壤墒情、自动启停温控
设备，维修率比传统设备低60%。”他
点开手机APP向记者展示，只见屏幕

上几十个大棚的环境数据一目了然。
　　李国富介绍，相较于之前的智能
化大棚方案，他们团队的设计更加智
能化、操作更加简易化。“我们的每个
设备都是独立的，这样做的好处就是
便于单个设备的维护保养，一旦出现
问题，不至于整个大棚的系统都瘫
痪。”李国富告诉记者，在设定通风设
施的开放角度和速率时，他们根据实
时情况，采取小角度、间隔开的方式，

避 免 大 棚 内 温 差 过 大 ，葡 萄 植 株
受损。
　　面对气候挑战，李国富团队总结
出一套“精准管理法”：花期前控水控
肥防止落果，新梢生长期采用“留二
叶摘心”技术促进花芽分化，成熟期
通过对接果商和冷库错季销售。“去
年我们的葡萄成熟后放在冷库存放，
次年上市时售价达15元/斤，比集中
上市期高50%。”

　　2022年，西海岸新区葡萄产业协
会成立，李国富当选会长。“单户种植
像‘单打独斗’，协会就是要把大家拧
成‘一股绳’。”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
么做的。
　　“日照的种植户发来照片，叶片
发黄、新梢卷曲，这是根系缺氧的表
现。”李国富一边展示聊天记录，一边
向记者介绍，“通过我们的远程指导，
三天后叶片就正常了。”据统计，李国

富每年免费服务省内外1000余户种
植户。在新区，协会建立“技术帮扶网
格”：每个镇街设2-3名辅导员，定期
开展“田间课堂”。
　　随着阳光玫瑰葡萄种植面积扩
大，市场竞争加剧。2024年，新区部分
散户因信息闭塞，葡萄售价低至3元/
斤，而协会会员单位凭借统一品控，
均价达9元/斤。“我们建立了‘协会+
合作社+农户’模式，统一提供种苗、

技术、销售渠道。”李国富介绍，协会
与广东、北京、上海、浙江、四川等地
的大型商超建立直供关系，2024年帮
助种植户销售葡萄300多万斤，户均
增收5万元。
　　为提升议价能力，协会推动“大
村葡萄”纳入“好品山东”名录，并制
定《阳光玫瑰种植标准化手册》，从穗
型、糖度、果粒大小等12个维度规范
种植。

▲李国富（左二）指导工人管理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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蜕变 逐梦沃野，“门外汉”变身种植能手

攻坚 科技赋能，葡萄园装上“智慧大脑”

担当 抱团发展，协会会长的“共富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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