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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全媒体记者 李晓哲

假期出游很多市民愿意去赏花，
而这背后有一批辛勤的种花人。记者
近日来到西海岸新区大场镇，探访当
地 1 . 5万亩樱花苗木产业情况。据了
解，鲜花产业让当地村民致富，但价
格也随着行情的起起伏伏而不稳定，
最高时0 . 4亩地能挣30万，低谷时赔
钱也以万计。经过苗木产业的起起伏
伏也让当地人开始思考如何将苗木产
业的产业链拉长，让花更香更持久。

0 .4亩地收入近30万

这个春天青岛因为樱花增色不
少，从单樱到双樱的次第开放为城市

增添了浪漫的色彩。而很少有人知道，
在青岛还有一个地方专门种植樱花苗
木，并向全国各地供应，这里就是青岛
西海岸新区的大场镇。近日，记者来到
大场镇的前老窝村，在这周围，以前老
窝、后老窝、西老窝为中心周围有万亩
樱花苗木种植，而在整个大场，樱花种
植更是达到了1 . 5万亩，成为当地百姓
致富的一条道路。
“一开始这里种得少，最早是村里
有一位老教师，退休了没事就弄了几
亩地种花，带动了全村人的种植。刚
开始一村里也就十户八户种的，2008
年前后行情比较好，从那时候开始就
大规模种了。”青岛富强农业科技专
业合作社负责人王富强以前在服装厂
上班，后来自己做点小生意，看着樱
花苗木还可以，就回家创业种樱花

了。
2009年～ 2012年是樱花苗木价

格最高峰的时候，“那时候小苗子刚种
到地里10多厘米高，一棵就2 . 5元，最
高峰的时候五六块钱一棵。这么说吧，
那时候你拿着铁锨到地里铲一铁锨
苗，数数棵数，能卖两百来块钱。”他
说，那时候村里人的确体会到了挣钱
的滋味，大一点的樱花树直径10厘米
的能卖700多元，长两年的小苗也能卖
30元钱，他的0 . 4亩樱花苗地卖了近
30万元。他说，当时樱花苗木少，这两
年多了之后，苗木竞争也多了，价格就
掉下来了。“低谷期也赔钱，我2013年
承包了90亩地，5年赔了60万。”不过
王富强也不担心，他说最近几年行情
慢慢回升了。2014年，王富强带领村民
成立了樱花苗木合作社，带领更多的

村民一起致富，目前每年能为每户增
收四五万元。

结合旅游探索延长产业链

而在经历了价格起起伏伏后，当
地人也在探索更加稳妥和有价值的产
业模式，延伸产业链。据了解，目前当
地政府已经有了想法，希望统一规划，
目前已经有企业进入前期规划，打造
万亩樱花园产业综合体。“我们这的樱
花产业发展10多年了，一开始以农户
自发种植为主，后来政府进行了规划，
下一步还将对万亩樱花园进行整体打
造，延伸业态，吸引更多人前来赏花的
同时游玩、娱乐。”大场镇相关负责人
表示。

□文/图 半岛全媒体记者 王媛

青岛依海而生，海水质量不仅关乎
岛城居民的一餐一食，也直接决定着城
市环境的整体质量。每年5月、8月、10
月3个月份，青岛市环境监测中心站的
环境监测科将负责对青岛近岸海域水质
进行现场取样监测，4月 25日，作为
2018年度的首次海水水质采样监测，记
者跟随环境监测科工作人员乘船出海，
从沙子口码头行至八大峡码头，对5个
省控、市控水质监测点位、6个辐射监测
点位分别进行了全项目采样“体检”。青
岛市环境监测中心的环境监测科共有
14名工作人员，清一色的“硬汉”，个个
人高马大，平均身高在1米80以上。这个
“硬汉”团队不仅颜值高，更有技术担当，
他们承担着全市的水环境、大气环境、噪
声环境、辐射环境、土壤环境的采样监测
工作，精通各种环境要素的监测标准；他
们蹚河下海，采气摄土，给各种看得见、
看不见的环境要素“体检”；他们严冬爬
烟囱，酷夏钻农田，给环境违法行为定
罪，给突发事故现场查危，他们被称为奋
战在环境保护一线的“十四罗汉”。

下海取样设备装了一车

根据海洋气象预报，2018年度首次
近岸海域水质监测的出海日期几经变动
之后，最终定在了4月25日这一天。上午
9时，负责带队的环境监测科副科长孔
伟威正在指挥出海前的准备工作，大大
小小的采样设备、监测仪器以及各种颜
色的瓶瓶罐罐装了满满一车。
“今天主要监测前海近海海域点位
的水质，一共5个水质监测点位，包括4
个省控点位和一个市控点位，还有6个

辐射监测点位。先把设备装船，然后我们
的人从沙子口中心渔港码头出发，往八
大峡码头行进。”不过，当天的潮水时间
并不适合立即出海，孔伟威告诉记者，
“按照监测标准，应该在高平潮时采样，
也就是高潮两个小时之后。”按照当天的
潮汐时间，孔伟威决定先去吃饭，“吃饱
了肚子就不容易晕船。”
正午12时，记者跟随监测人员再次

来到码头，孔伟威顺手递给记者一件棉
大衣，“穿上，开起船来很冷的。”随着孔
伟威一声令下，船老大掉转船头，在发动
机的轰鸣声中，船出港了。待船马力开
足，扑面而来的海风令人踉跄，记者顿时
感觉身上的棉大衣薄得就像一件T恤。

航行3小时采样2000斤

沿着预定的监测路线，船一路向西，
第一个采样点是沙子口监测点位，第二
个采样点是石老人监测点位。与陆地上
定点不同，海上寻点，用的是GPS定位
仪，精确到经纬度。12时36分，行船速度
渐渐降下来，抵达石老人监测点位。待船
停下后，监测人员贾枫将“直立采样器”
投入海里，提上来的海水就是所需样品，

每个点位需要采集24个用于不同项目
分析的不等量样品。这一边，贾枫在采集
水样，那一边，监测人员曲伟用“塞氏盘”
测出“水深9米”“透明度3 . 2米”“水色
10”，然后用盐度计测得“水温12 . 7℃”
“盐度31 . 7‰”，再用PH计测得“酸碱度
7 . 96”，用溶解氧测定仪测得“溶解氧
8 . 7mg/L”。尽管当天已经算得上是风
平浪静，但船停下后依然摇摇晃晃，采访
过程中，记者只能靠船上的护栏维持身
体的平衡，而监测人员显然对这样的“摇
晃”已经习以为常。
在监测人员的精准分工和熟练操作

下，这一系列的取样和现场监测很快完
成，船再次发动，奔向麦岛点位。15时，
航行3个小时后，所有监测点位的水质
样品、辐射样品等全部采集完毕，样品总
数超过100份，重达2000余斤。15时30
分，船上所有的样品在八大峡码头被装
进环境监测应急车，孔伟威称，样品还要
统一编号、标注登记，“确保24小时之内
送进实验室进行分析。”

去年完成5000余项“体检”

记者从青岛市环境监测中心站了解

到，青岛每年对近岸海域水质实施3期
采样监测，时间分别在5月、8月、10月。
孔伟威告诉记者，2017年，青岛市环境
监测中心站共监测了52个海水点位，包
括国控、省控50个，市控2个海水点位，
涉及滨州、东营、青岛、日照4个城市海
域，全年共监测三期，每期航程约800余
海里，“一年走下来，就是2500余海里。”
“冬天风刺骨，夏天晒脱皮”，是出海
采集水样的真实写照。环境监测科工程
师战博做海洋监测超过了10年，可谓身
经百战，他在海上采样时间的最长纪录
为8天9夜。根据海水点位的地理位置、
海域状况的不同，每个点位的监测项目
也不尽相同，有的项目可以直接现场实
测，有的项目则需要送实验室进行分析。
据环境监测科的数据统计，2017年青岛
对近岸海域的水质“体检”共完成项目约
5000个左右。
作为2018年度的第一期近岸海域

水质监测，此次出海对所有点位进行的
是40个全项目的“大体检”，包括化学需
氧量、无机氮、活性磷酸盐、石油类等指
标。据近几年的监测数据反映，青岛近岸
海域海水环境质量整体向好。2017年，
青岛市近岸海域海水环境质量状况总体
良好，98 . 5%的海域符合第一、二类海
水水质标准，与近五年平均值相比，
2017年符合第一、二类海水水质标准的
海域所占比例升高了0 . 6%。近五年监
测结果显示，青岛市近岸海域海水中无
机氮浓度呈逐渐下降的趋势，青岛市近
岸海域浮游生物和大型底栖生物的生物
多样性指数较高，海洋生物种类组成和
群落结构基本保持稳定。其中“母亲湾”
胶州湾水质整体向好，胶州湾2016年优
良水质面积占比达到71%，同比升高6
个百分点，水质连续五年持续改善。
2017年，胶州湾71 . 8%的海域符合第
一、二类海水水质标准。近五年监测结果
显示，胶州湾海水中石油类浓度呈逐渐
降低的趋势。

大海“体检”，多亏这群环保硬汉
记者登船直击水质采样全过程，监测人员一年要跑2500余海里

1.5万亩樱花苗木种出致富路
西海岸新区大场镇樱花苗木卖向全国，发展10余年当地将拉长产业链

环境监测科工作人员根据不同项目分装水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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