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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8日讯 (记者 孙川 ) 8

日，记者从东营市经信委网站获悉，
东营市对2013-2015年实施技术创新
项目进行了第二季度调度。共调度
技术创新项目 1 1 5项，其中，自主研
发1 0 3项，引进消化吸收4项，联合创
新 8 项 ；技 术 水 平 达 到 国 际 领 先 3 2

项，国际先进 1 4项，国内领先 5 5项，
国内先进14项。

项目进展方面，包括骏马石油
装备制造有限公司等企业的1 0个项
目已建设完成，项目进展阶段中方
案论证 9项，设计实验 3 0项，样机样
品2 9项，小试中试3 2项。项目研发经
费总额84886万元，其中贷款10367万
元，自筹74519万元 ;自项目实施以来
已 完 成 投 资 5 0 2 1 1 万 元 ，其 中 贷 款
6524万元，自筹43687万元。

据经信委公布的信息，项目实
施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在自
主研发项目缺乏有效的技术支持，
项目后期经费不足等，下一步市经
信委将引导企业加强与高校、科研
院所的合作对接，争取推动企业技
术创新的政策支持，加快推进项目
实施。

合作社“搭车”互联网
将农产品送上销售“高速路”
利津县志强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为社员提供全程服务
文/片 本报记者 孙川

给社员提
供 从 种 苗 、农
资、种植管理技
术到销售路子
的 全 程 服 务 ，
一直是利津县
志强农作物种
植专业合作社
吸 引 农 户 的

“ 亮 点 ”。不 仅
如 此 ，志 强 合
作社提供给社
员的种苗都是
经过合作社试
种 的 、效 果 比
较好的作物。

摸索中前进，推广优质作物品种
“我本身是做农资配送的，经常与农户打交道，在外面也有点路子，

这算是成立合作社的一个小优势吧。”利津县志强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
社社长邱志强说，2007年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相关法律开始实施后，
他对合作社的关注逐渐增多，在经过多番了解和考察后，邱志强在2008

年正式成立了利津县志强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
合作社虽然成立了，但具体要种什么、怎么种等一系列问题都还没有

解决。“那时候就是摸索着往前走，慢慢确定要种什么、育什么苗。”邱志强
说，成立之初，做的比较多的业务还是农资配送，“农资配送是我的老本行，
在合作社摸索前进的两年，农资配送可以说是合作社唯一的业务。”

经过不断摸索，志强合作社从2010年开始介入种植、育苗等业务。
“刚开始我们种植的作物比较多。”邱志强说，那段时间的主要任务是尝
试种植、推广大棚瓜果蔬菜等高效农业，“合作社需要在示范田里先实
验，选出品质好、市场反应好的品种，然后再推广给社员、农户。”

经过几年的发展，志强合作社现在已经有社员280多人，注册资金
1000万元，业务也已经由最初的农资配送发展为目前集农资配送、种苗
繁育、技术服务、有机蔬菜生产等于一体的综合性合作社。志强合作社的
相关配套设施也已经非常完善，不仅有服务于种植、育苗业务的农资超
市、种苗场、高效农业示范园，还完善了社员服务中心、社员培训中心、社
员活动室、会议中心等。

同时，合作社已建成400亩西甜瓜、蔬菜高效农业示范基地，通过示
范带动作用实现以西甜瓜、蔬菜产业为主导产业，配合发展生态农业、观
光休闲农业，逐步实现生产规模化、标准化、特色化和专业化、基础设施
配套化、产供销一体化、服务社会化的农业产业化体系。

立足当地实际，种植高品质蔬菜
经过试种、市场考察，目前志强合作社已经确定了芹菜、西甜瓜、芦

笋等几种试种效果较好的蔬菜瓜果品种。“我们这边的土壤碱性较大，但
是只要选对了品种，蔬菜、瓜果的品质、口感都会比较好。”邱志强说，而
在种植这些蔬菜瓜果时，必须严格按照绿色食品的统一标准进行。

“目前合作社有60多个大棚，主要种植的是芹菜、西甜瓜、芦笋等作
物。”邱志强说，芦笋是合作社去年种上的，今年春天已经收了一茬，秋后
还会再收一茬，“芦笋还没有完全推广开，但是现在市场比较好，已经来
过好几拨社员咨询相关情况了。”

“我们选定芦笋作为试种品种前做了相应的考察，春天收获上来的
这一茬也证明了我们的判断，效果还挺好，市场反应也还可以。”邱志强
说，农户们不敢尝试种植芦笋，主要是因为自己很难联系市场，“但是合
作社可以帮助社员销售，这就解决了农户的后顾之忧。”

邱志强告诉记者，合作社对蔬菜瓜果产品的品质有着非常严格的要
求，“因为品质是打开市场的关键，现在人们都讲究绿色、健康，这也是我
们的落脚点。”邱志强说，因此社员在种植合作社推荐的各种蔬菜瓜果品
种时，必须按照统一的绿色蔬菜标准种植，“只有严格要求品质，才能做
出自己的品牌，打开市场。”

携手电商

打开销售新渠道
据了解，志强合作社可以为社

员提供种苗、农资、种植管理技术、
销售等全程服务。

“社员使用的种苗都是合作社
统一提供的。”邱志强说，同时合作
社还推广了有机生态型无土栽培、
病虫害物理防治、温室育苗、盆栽
蔬菜、水肥一体化技术、土壤改良
等新技术，合作社不仅解决了社员
买苗难的问题，还能为社员提供质
优价廉的农资，“合作社每年可为
社员节省20多万元左右的生产成
本，使每位社员比非社员每年提高
收入30%以上。”

“农户本身和外界的联系较
少，自己能找的市场很少，路子也
少，所以合作社为社员提供销售渠
道就显得尤为重要，这相当于给社
员吃了一颗‘定心丸’。”邱志强说，
而合作社也会通过各种渠道推销
优质产品。

据介绍，不久前，志强合作社
刚与一网站签订了合同，志强合作
社的农产品将登上该网站的电商
销售平台，借助电商，拓宽推广渠
道。“目前已经有部分产品在平台
上开卖了。”邱志强介绍，“网上卖
农产品是大热门，之前我们也一直
在考察，电商真正做大后，我们的
销售渠道将会进一步扩展。”

东营市二季度调度

技术创新项目达115项

合作社的工作人员正在收割芹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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