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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邹城市中心店街道大力发展草莓特色种植产
业，通过扩规模、强科技、促融合，实现民富、村富、共同致
富，被评为中国绿色生态草莓之乡、全国一村一品（草莓）示
范镇。

扩规模，小林果做成大产业。迅速发展。中心店街道
草莓种植已经有30多年历史，近年来，中心店街道不断加
大政府引导、资金扶持力度，积极引导农户进行土地流转，
促使规模不断扩大，经过发展，形成了福美来、宜禾等7处
草莓种植基地。规范管理。高标准建设了草莓生态观光
园，修建了草莓园观光大道，铺设了彩色路面骑行道，成功
获得“省级草莓精品采摘园”“现代农业旅游示范点”等荣
誉。形成产业。目前引入粉玉、香野、红颜等来自全国各地
的50余个品种，种植面积达到1万余亩，产值5亿元，远销
济南、天津、北京等高端市场，每年吸引周边城市40余万名
游客入园采摘，成为济宁地区最大的绿色草莓生产基地。

强科技，小草莓住上标准间。搭建交流平台。联合北
京林业大学、沈阳农业大学等顶尖科研机构，自主研发优质
种苗，将农户购苗成本大幅降低，成活率提升至95%，亩均
增收超万元。加大科技投入。引入京东“智联云”物联网技
术，5G环境传感器实时监测温湿度，随时随地掌握信息、控
制设备，数据即时上传，及时调节温室环境，让草莓在最“舒
适”的环境中生长，以优质数据带动规模化复制、专业化生
产；实行高架立体栽培、水肥一体化管理，草莓苗扎根于欧
洲进口的草炭土、火山岩基质中，地下水经过十道净化程
序，混合肥料滴灌到草莓苗，节约用水、用肥40%，控制了草
莓重金属含量，AI机器人穿梭田间采摘果实，无人机巡航
巡检病虫害。保证果品质量。与农户签订产品质量标准化
协议，严格按绿色食用农产品生产操作规程，成功创建2个
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和山东省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区，保
证产品绿色无公害，让消费者吃得放心。

促融合，小草莓铺就幸福路。扩大带动作用。在草莓
产业带动下，于庄蓝莓、西渐芦笋等特色种植为主要产业的
村庄蓬勃发展，葡萄、无花果、猕猴桃等林果种植面积突破
15000亩。释放发展潜能。整合草莓采摘、九龙山文旅资
源，以鲜果采摘、农家体验为内涵，将草莓产业优势与传统
民俗文化结合起来，打通“农文旅”产业脉络，打造成为都市
近郊休闲采摘游首选地，建成集观光、采摘、生态休闲、科
技育苗、研发于一体的现代生态农业示范园区。打造响亮
品牌。草莓文化旅游节上，50余个品种、500多个草莓样品
竞相争艳，非遗展演轮番登场；草莓体验中心集研学、娱乐、
消费于一体，游客可参与DIY草莓酱、观赏机器人制作草莓
甜品；数字园区中心通过直播带货、短视频营销，将“中心草
莓”品牌推向全国。“草莓宝宝”IP手办、主题美食备受青睐，
草莓从农产品升级为文化符号，成为城乡融合的“金色纽
带”，为乡村振兴写下充满希望的“莓”好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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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中心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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