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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寿光：中国菜篮子播下上市的“金种子”

证券时报记者 赖小风

东经

118.73

度、 北纬

36.88

度———这是山

东寿光的地理坐标。相比于这略显枯燥的数字，

“中国蔬菜之乡”的名号要响亮得多。 或许用不

了多久， 在资本市场也将有属于山东寿光的坐

标，一些当地公司正在冲刺上市。

寿光以种植大棚蔬菜起家，经过多年发展，

早已经挥别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模式。如今，

寿光的蔬菜大棚已经发展到第

7

代， 产业链逐

步成熟，正朝着资本化、产业化、数字化、智慧化

的方向演进。

2020

年，寿光全年完成地区生产

总值

786.6

亿元， 在全国经济百强县市中排名

第

37

位， 在全国财政收入百强县中排名第

16

位。 更值得欣喜的变化是， 在这条蔬菜产业链

中， 已经有一些企业开启了向资本市场迈进的

征程，有的列入当地上市第一梯队，有的在新三

板挂牌热身， 更多的企业则奔跑在拥抱资本和

科技的大道上……

地方政府做对了什么？ 那些靠种植蔬菜发

家致富的农户们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资本和

科技在这种发展变化中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带着上述问题，证券时报“献礼建党百年·聚焦

资本市场‘新地理’”采访组日前走进寿光，对话

政府官员、企业家代表，走访产业链上下游，以

期寻找藏在蔬菜大产业背后的秘密。

冲刺设施蔬菜

全产业链第一股

寿光是农业重镇， 传统意义上的 “寿光蔬

菜”已在中国家喻户晓。不仅如此，各地商超、网

络平台可见售卖的七彩庄园、 王婆香瓜等多个

品牌的速冻果蔬、调理食品等，其实也是寿光蔬

菜的招牌产品， 只不过从传统蔬菜走向了品牌

化、资本化。

蔬菜作为生鲜产品， 如何进行深加工一直

是产业链终端短板所在。 在寿光蔬菜产业链后

端， 有寿光蔬菜产业控股集团为代表的典型企

业发力。

沿着寿光南环路一直往东， 一座现代化的

产业园区格外引人注目，定睛一看“蔬菜小镇”、

“蔬菜产业硅谷”的标识映入眼帘。据了解，这个

由山东省财金发展有限公司和蔬菜产业集团共

同投资建设和管理运营的蔬菜小镇， 总投资将

达

15

亿元，共规划面积

9348

亩，建成后将是国

际最大规模、 最高层次的设施蔬菜品种国际展

示交易推广平台。

走进蔬菜小镇， 五颜六色的蔬菜摆满了货

架：紫色的白菜、黄色的番茄、三色水果椒、樱桃

西红柿……

4280

余个品种的种子和深加工产

品，均是由蔬菜产业集团研发。寿光蔬菜产业集

团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清虎说：“这些优质的

农产品现在也有了属于自己的品牌！ ”

据悉， 蔬菜产业集团的生鲜和鲜切两大类

高端产品重点开拓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以

粤港澳为中心的大湾区、 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

京津冀三个高端目标市场， 培育寿光高端蔬菜

代表品牌。蔬菜产业集团先后培育了七彩庄园、

王婆香瓜等多个驰 （著） 名商标和桂河芹菜等

15

个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其中，七彩庄园品牌

入选

2020

中国十大蔬菜品牌。 不仅如此，寿光

蔬菜作为集体商标， 还成为全国第一个蔬菜全

品类区域公用商标。

“深加工、品牌化是生鲜蔬菜未来发展的方

向。”张清虎介绍，“我们还高标准建设了

8

万平

方米的一体化综合车间，布局净菜加工、调理食

品、热风干燥、果蔬精深加工等多个标准化加工

区，采用美国、荷兰等国际领先的生产工艺和加

工设备，果蔬加工综合产能达

10

万吨，提高了

农产品附加值。 ”

如今， 寿光蔬菜不仅走遍国内， 还远销海

外。 蔬菜产业集团在线下搭建了全球供应链和

营销平台，在云南弥勒、甘肃白银、广州白云、海

南保亭、 海南乐东等地布局寿光模式 “飞地经

济”产业基地项目。建成覆盖全国，辐射日韩、东

南亚、欧美等国家和地区的营销网络、仓储物流

及服务保障体系。

2021

年，计划完成

500

个以

上货柜的欧洲出口订单。在线上，多个网络平台

均开设了寿光蔬菜官方旗舰店与七彩庄园食品

旗舰店，只需在手机上下单，寿光基地的优质生

鲜蔬菜就能快速送到餐桌。

“

2015

年、

2016

年期间我们准备在香港上

市，尽调都做完了。 ”蔬菜产业集团董秘李子建

说，“由于农业板块估值太低， 另外当时政策限

制国内种子企业出去上市，便作罢了。 ”随着内

地资本市场逐步放开， 蔬菜产业集团如今正努

力冲刺

A

股，准备将种子研发、种苗培育、物流

配送等蔬菜全产业链业务板块整体上市。 记者

从寿光市地方金融监管局获悉， 蔬菜产业集团

已经作为第一梯队被列入寿光拟上市企业名

单，计划近两年在上交所上市。

“

10

年前我们就为上市做了一系列工作，

目前影响我们上市的不确定性因素基本都处理

完了，现在中介机构也准备进场了。”李子建说。

今年

3

月

5

日， 蔬菜产业集团引进招商资

本旗下中垦基金的直接投资， 实现了实体产业

与金融资本的融合， 优势互补， 为产业赋能。

“

2020

年初到今年，有很多基金想要投资，这次

上市是整体上市。 ”

蔬菜产业集团一旦上市成功， 代表着寿光

设施蔬菜产业链孵化出了高端化、品牌化、资本

化的第一颗“硕果”，同时也将成为全国设施蔬

菜全产业链运作的第一家上市公司。

产业链服务

“种出” 一串好企业

在寿光田柳镇现代农业创新创业示范园

区，

160

座第

7

代冬暖式大棚在开阔的田野间

绵延展开。一间间大棚内，植保机、补光灯、智能

喷淋、水肥一体化、自动卷帘机、自动放风机、二

氧化碳发生器、 智能滴管系统等智能化设备一

应俱全，俨然一个个自动化工厂。

“现在不管啥事儿在手机上按下遥控器就

行了。 ”

59

岁的园区租棚农户刘爱芹一边说一

边演示，补光灯随即打开。 她在上世纪

90

年代

就参与了第一代大棚种植，见证了大棚从“

1

”到

“

7

”的转变，如今，手机变成了她的新“农具”。

就在刘爱芹蹲在菜地逐棵盘头吊蔓的同

时， 棚顶的卷帘机正根据太阳光的变化自动调

整放风口大小， 智能滴灌系统根据输入的程序

运行着……其中， 时刻呵护着农作物生长的水

肥一体化系统、 滴灌系统就凝结了山东圣大节

水科技有限公司的智慧成果。

受益于寿光设施蔬菜产业链， 服务于该产

业链的一批公司得到快速发展。 在蔬菜产业链

条中，直接影响蔬菜品质和农民收益的，是中端

种植环节，也是众多企业重点参与的领域。

“以前菜农种植作物，都靠经验，现在靠科

技。 ”圣大节水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运用物联

网的远程控制、数据库、云计算、传感网、

3S

等

多种信息技术开发出圣大节水智慧农业平台、

水肥一体化系统等，“只需将作物的生长期程序

编辑进入系统，通过手机

APP

、微信小程序等远

程移动设备， 就能实现足不出户远程掌握农场

动态信息。 ”

通过水肥一体化等系统， 根据大棚种植的

需求，滴灌精度可以精确到毫升，实现准确化种

植、可视化管理，节约成本，提高管理精细度。

“这哪是种菜，这是在搞科技工作啊。 ”一位

来自海南的村支部书记在参观大棚时如是感叹。

此外， 圣大节水还针对国内压力补偿滴头

领域的技术空白开展攻关， 和农业机械研究院

合作，计划

3

年攻克“卡脖子”技术。

目前， 圣大节水产品不仅覆盖寿光

5

万多

亩土地，还销往甘肃、云南等地。

2020

年圣大节

水销售额达到

3000

多万元，

2021

年销售额计

划再翻一番。

据了解， 圣大节水与其母公司圣大管业两

家公司同时发力，将上市计划提上日程。目前正

在调整内部结构，改善股权结构。

在这一系列服务于寿光设施蔬菜产业链的

企业中，除了准备上市的，新三板也早已有了先

行者———致力于做“田间地头的农博士”的亿嘉

农化集团旗下农业机械装备板块———山东亿嘉

农业机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2016

年成功

登陆新三板。

作为“田间地头的农博士”，亿嘉股份曾经

也是一位“田间地头的赤脚医生”。

“以前每天就是跑到大棚中、田地里，和农

户一起做研究。”亿嘉股份母公司亿嘉农化集团

董事长褚爱玲介绍， 亿嘉农化集团以农药原

药、农药制剂起家，随着寿光蔬菜产业的发展，

亿嘉农化集团已发展为农药原药、 农药制剂、

农资连锁、农业机械装备四个主营业务板块的

大公司。 公司主营业务为农药中间体、原药的

研发、生产和销售，年产原药

5000

吨，旗下招

牌产品虫螨腈技术在全球领先，

2020

年营业收

入超

13

亿元。

“去年农药海外市场做到了

4000

万美元，

今年打算做到

5000

万美元。 ”褚爱玲说，“目前

农药板块从规范化角度来看， 距离上市还要下

功夫。”据了解，亿嘉计划待时机成熟时，将旗下

农药原药、农药制剂板块上市。

“未来我们还想在蔬菜上下游产业链上延

伸，比如开拓播种、耕地、施肥、除草领域，这个

产业一拉长，市场就大了。 ”褚爱玲说着她的未

来规划，眼神充满期待。

寿光的土地不仅能种出好作物，未来还能种

出上市公司。 寿光蔬菜产业控股集团、圣大节水、

亿嘉股份等一批公司围绕寿光设施蔬菜产业链

服务，在寿光的土地上生根发芽、成长壮大。

政府和企业

共谱资本“协奏曲”

“寿光企业有个特点，就是埋头苦干，闷声

发财。 ”寿光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局长张宏雨说，

“以前种植户、企业有钱了都存在银行。”寿光全

市居民存款以及经济实力在山东排名靠前，优

质企业相对较多，但上市公司数量却不高。

“上市不仅周期长，土地、税收、产权、股权、

企业管理不规范等不确定因素还多， 万一上市失

败，投入的成本无法回收。 ”采访多位当地企业家

后，他们表达了对上市的顾虑。

为此，寿光市政府加大培育企业上市力度，邀

请证监部门、券商机构深入调研，通过开展“走进

深交所”“企业资本市场培训班”等活动，做了一系

列工作。 同时，推动设立上市引导基金，加大对上

市后备资源企业的股权投资力度。

如今，寿光新一代的企业家资本意识逐渐觉醒。

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支持， 也为当地

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做大做强提供了信心。

“现在贷款是越来越方便了，企业也能办理

信用贷款，支持我们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是越来

越实惠了。 ”山东蓝驼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负

责人表示，为扩大生产经营规模，仅用

3

天的时

间就在寿光农商银行完成

300

万元纯信用贷款

流程。

截至

2020

年

11

月末， 寿光农商银行普惠型

小微企业贷款规模达到

30

亿元，其中普惠小微信

用贷款余额

12

亿元。

到

2020

年末，该行实现对辖内

975

个村庄的

整村授信工作全覆盖， 同时辖内农户正式签约授

信覆盖面达到

50%

。

寿光农商银行根据寿光特色创新推出第一款

纯线上信贷产品———“菜乡

e

贷”。 截至今年

2

月

底，“菜乡

e

贷”共授信

2511

户、合计金额

3.2

亿

元。 此外，对当地重点龙头企业产业链、供应链客

户提供全链条资金服务。

寿光农商银行作为依附当地设施蔬菜等产业

发展而迅速崛起的本地银行，也反哺当地的发展。

近年来， 山东寿光以其强劲的经济实力和良

好的信用深受金融机构的信赖。寿光

2020

年全市

GDP

达

786.6

亿元。 截至今年一季度末，众多银行

在寿光批出的贷款就达

1006

亿元。

2020

年，寿光

市各项存款余额达到

1289

亿元，是山东省存款最

多的县级市。

据了解，寿光农商银行目前正在进行上市前

的准备工作，预计在

2025

年上市。 届时，寿光农

商银行将成为散发着“寿光蔬菜”气息的上市金

融机构。

有一种说法，“

80

后不想种地，

90

后不懂种

地，

00

后不问种地”。谁来种地，怎么种好地，是全

国各地面临的困局。 但在寿光，从事农业的年轻人

越来越多。

种植户刘爱芹的儿子韩永琦大学毕业后，就

来到寿光田柳镇现代农业创新创业示范园区，承

担整个园区的运营管理工作。 工作之余，他也租赁

了园区内的一个大棚。

“园区‘投资商

＋

运营商

＋

家庭农场’的运营模

式和大棚的配套不错，我只用拎包入园用大棚。

1

亩地

1

年租金是

1

万元，还能在园区贷款。 ”韩永

琦租的大棚共

4.2

亩，

1

年下来每亩收益

6

万元

~

10

万元。 “刚开始说在这里租一个大棚，爸妈不同

意，后来看到大棚后，也从老家过来一起种大棚。 ”

“现在年轻人喜欢买智能设备放在大棚里，也

舍得雇人干活，不然能再多赚些。 ”刘爱芹说。

“大棚，承载着许许多多年轻人的梦想。 ”目

前，整个示范园区

79

户种植户中，年轻人占到近

三分之一。 在寿光，像田柳镇这样的园区已经打造

了

18

个，不仅为当地设施蔬菜产业发展提供新动

能，也为“新农民”们提供一展拳脚的舞台。

随着年轻人的加入，对金融资本、科学技术、

运营管理的态度和理念都发生了变化， 希望利用

资本扩大规模，运用科技提高效率，政府也提供了

相应支持。

为推进金融科技创新与蔬菜产业升级深度融

合， 寿光市政府与金融机构共建了寿光蔬菜智慧

管理服务平台，工作人员表示，在这个系统中主要

实现管理员对交易信息的查询和管理，包括货主、

菜农和合作社信息，以及蔬菜的品种、品质、数量、

价格、金额等信息。

“之前合作社和菜贩拖欠菜农菜款的事儿普

遍发生，容易产生纠纷。 ”张宏雨介绍，“现在通过

这个平台， 避免了合作社压低菜价、 电子地磅不

准、收购商拖欠菜款等现象。 ”

寿光蔬菜智慧管理服务平台还通过对客户

“种植经验

+

关键环节控制” 的评估， 及时推出了

“蔬菜大棚快贷”产品。 寿光农商银行、建设银行寿

光支行等有专门面向农户和合作社的专项贷款。

“无需抵押物，便可从银行最高贷款

300

万。 ”建设

银行寿光支行业务部总经理杨磊说，“加上贴息，

菜农的贷款年利率平均在

2%

左右。 ”

截至今年

1

月份， 寿光蔬菜智慧管理服务平

台已累计拓展蔬菜合作社终端交易系统

462

户，

完成改造并部署成功

338

户， 累计实现蔬菜交易

13.1

万笔，交易量达

1.28

亿斤。

目前， 寿光有境内外上市企业

8

家， 股票

11

只， 场外挂牌企业

245

家， 累计从资本市场融资

1200

亿元。 此外， 寿光储备

19

家拟上市企业，从

“隐形冠军”“瞪羚企业”利润过千万企业中筛选确

定了

36

家企业，开展上市培训。

“寿光计划争取每年

3

家企业在资本市场实

现上市，中国设施蔬菜产业已经有了寿光模式，希

望也让中国资本市场有一个寿光板块。 ”张宏雨满

怀期待地说。

智慧农业温室大棚监测系统

寿光菜博会，用蔬菜打造的园艺景观。 寿光市地方金融监管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