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在刚刚过去的2021年，亿万农民与全国人民一道迈入了全面小康社

会，“三农”工作重心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市各地按照乡村振兴“产
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因地制宜，科
学制定规划，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激发出乡村发展的蓬勃

生机。
如今，行走在聊城广袤的乡村大地上，处处呈现出乡村振兴的新图景：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不断发展壮大，一个个产业项目纷纷落地，让农业更有奔头；农民不仅

享受到文化服务的“精神盛宴”，还深入挖掘地域特色文化内涵，营造出积极向上
的文化氛围，日子过得更有劲头；各地的美丽乡村建设勾勒出“景在村中，村融景
中，人居画中”的韵味风貌，让农村群众实现诗意栖居的美好愿景，以美丽乡村扮
靓了美丽聊城……昂首阔步奔向更加美好的新生活，农民群众腰包鼓了、笑容多
了、精气神更足了！

为了生动展示发展的景象、小康的景象、振兴的景象，今天，我们带领大家走
进活力焕发的新农村，感受农民群众富裕富足的新生活，聆听他们的新年新期
盼。敬请关注。

1月1日，在开发区现代农
业示范园区凤凰花卉园，花农
在打理花卉及多肉植物。

隆冬时节，我市众多乡村
花卉基地内却是春意盎然，杜
鹃花、蝴蝶兰等花卉竞相绽放、
生机勃勃。在推进乡村振兴的
过程中，我市做好“花”样文章，
大力推动生态农业发展，让各
类花卉成为当地农民的致富
花。 ■ 商景豪

■本 报 记 者 邹辉
本报通讯员 郭洪广

洗净、切片、上架、烘烤……1
月1日，元旦，高唐县铸辉中草药种
植专业合作社的深加工小院里喜庆
又热闹，十几名社员正忙着加工栝
楼丝。

“别看这些栝楼不起眼，但药用
价值极高，销路特别好，是俺们的致
富‘宝贝’。”合作社负责人霍元德谈
起栝楼的“种植经”如数家珍。

年近七旬的霍元德，是高唐县
固河镇巩庄村人，种植了 500 余亩
的中药材，除栝楼外，还种植了天南
星、丹参、知母等 10 余种名贵中药
材，被当地村民誉为“药材大王”。

“去年，俺个人光种植药材就挣了
100多万元。”霍元德自豪地介绍。

霍元德自幼在农村长大，与土
地打了大半辈子交道，总结了种植
各种名贵中药材增产增收的“独家
秘方”。然而，霍元德能够与中药材

结缘，还需从36年前的一次串门说
起。

1986年，霍元德到邻村走亲戚，
意外听到一株用来繁育种子的栝楼
植株，竟置换了一辆崭新的“永久
牌”自行车。说者无意，听者有心。
被吊足胃口的霍元德四处打听，硬
是找到了当事人，打听“折本”置换
栝楼植株的原因。

“栝楼竟然是当时市场上奇缺
的一味中药材。”爱冒险的霍元德了
解真相后，决定种植栝楼探探行
情。为了将这一新品种种植成功，
他特意赶往济南取经，并在手头并
不宽裕的情况下购买了不少栝楼种
植书籍。回来后，霍元德和妻子腾
出 3 亩承包地，进行栝楼的试种
植。对于霍元德的“改行”，亲朋好
友并不理解，个别人还笑话他有点

“傻”。然而，霍元德依然初心不改。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霍元德精

心培育下，当年栝楼种植喜获丰收，
上市后被中药采购商抢购一空，3亩

地净赚1万多元。
之后，霍元德抢抓机遇，乘势而

上，在质量可控的基础上，小步快
跑，逐步扩大种植规模。2018年，霍
元德的栝楼种植收益突破 10 万元
大关。

2019年，在霍元德的带领下，巩
庄村不少村民加入种植队伍，栝楼
种植面积快速扩大，成为远近闻名
的栝楼种植专业村。为避免相互压
价产生“内耗”，确保栝楼的种植质
量，霍元德牵头成立铸辉中草药种
植专业合作社，抱团发展，实现了栝
楼种植产量和效益的双赢。

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
巩庄村的中草药种植又迎来新的发
展机遇。2021年，铸辉中草药种植
专业合作社投资200余万元引进切
片机、烘干机等设备，进行中药材深
加工，延长了中药材产业链条。

走进合作社中药材储藏仓库，
中药味扑面而来，栝楼、丹参、黄芩、
苍术被装进麻袋里，堆满整个仓

库。安徽、湖南、湖北等省的中药材
采购商，都上门抢购，霍元德却并不
急着出手。“这些都是初级产品，卖
不出价格，等过了春节，合作社将对
它们进行深加工，进一步提高附加
值，市场售价可以翻几番。”霍元德
笑嘻嘻地吐露他的“小秘密”。

目前，铸辉中草药种植专业合
作社中药材种植面积突破 3000 余
亩，初步构建了“基地＋农户＋专业
合作社”的特色种植模式，带动广大
种植户实现了增收致富。

前不久，霍元德被高唐县授予
“富而思源科技示范带头人”称号，
并被聘为导师。他将定期走进农技
课堂，传授中药材种植技术。

“今年，白芷、天南星等中药材
的市场行情不错，合作社准备带领
广大种植户扩大种植规模，继续在
增收致富的道路上稳步前行。”谈到
2022年的打算，在中药材行业摸爬
滚打三十多年的霍元德胸有成竹，
满脸透着自信。

■ 刘小希 杨宏媛

2022 年刚刚开场，东昌府区韩
集镇济州新村村委委员、张庆雨村
党支部委员张观望却有些忙，“前脚
刚把 3 吨玉米面拉走，后脚就得培
育、加工小麦，这些工作一环接一
环，马虎不得！”

玉米和小麦，是张庆雨村种植
的主要作物。依托村里的京合合作
社，该村将收获的作物统一加工成
玉米面、玉米糁、石磨面粉等成品，
发往同一个目的地——北京。

“看着我们村土地平整，作物打
药少，北京天通苑社区负责人便跟
我们达成了合作协议，村里的粮食

加工后直发北京，送到社区居民的
餐桌上。”说到这，张观望喜上眉
梢。不过，能把农产品卖到近 500
公里外的北京，是几年前张庆雨村
人想都不敢想的。

张庆雨村曾是省定贫困村。在
当地人看来，这顶“穷帽子”一直摘不
掉，原因就在这养一方人的水土上。

“以前，村里的地都是盐碱地，
别说种的庄稼发不出苗，就连杂草
也没有多少。”说起这土地的故事，
张观望感触颇深。

不过，情况在近些年发生了改
变。随着我市水利工程排灌网络的
进一步完善，东昌府区、东阿、高唐、
茌平、冠县、临清等多个县市区实现
了引黄供水，以前饱受咸水之苦的

周边居民，用上了甘甜的黄河水，幸
福感油然而生。

黄河水也流淌进了张庆雨村的
农田里。在优质水资源的滋润下，
该村土地碱化情况得到极大改善，
玉米、小麦等作物也顺利长了起
来。不过，粮仓满了，钱袋子怎么鼓
起来的问题又摆在了张庆雨村人的
面前。

几年间，张观望带领村民种过
大蒜和白菜。不过，这些农产品的
产销量依旧没有原有的玉米、小麦
效果好。看清了本村的实际，张观
望又研究起了作物的品种：“传统作
物扎得下根，但种出自己的特色才
能有销路。”

就这样，他们又在村里种起“试

验田”，在试种中比对不同品种的种
植效果。功夫不负有心人，该村种
植的糯玉米颗粒饱满，蒸熟后软糯
香嫩，所种的小麦虽然亩产不高，但
加工后制成的面粉色泽亮白，适宜
制作面包，还可制作成面条粉和饺
子粉。粮食质量的提升，带动张庆
雨村摘下了省定贫困村的“帽子”。
后来，他们又借势发力，申请商标，
打造了农产品种植、加工、销售一条
龙的产业化经营模式，走出了一条
符合本村实际的致富路。

如今，张庆雨村人又迎来了全
新一年，张观望也早早做好了新年
打算：“流转更多土地，扩大耕种面
积，把更多农产品运往北京，带村民
一起奔向新目标！”

“带村民一起奔向新目标！”

■文/图 本报记者 李政哲

一捆捆杂乱的竹枝毛料，经过破捆、挑
拣、铺面、捆扎等工序，短短十几分钟，就变
成了一把把整齐、漂亮的扫帚，这是 2021
年12月29日，记者在度假区朱老庄镇魏营
村看到的一幕。

魏营村毗邻徒骇河，有400多口人，是
滨河村下辖的一个自然村，有着60多年的
扎扫帚传统。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工艺
的改进，加工扫帚逐渐成了村民的致富产
业。

在村民冯伟广家里，院子里和房间内
摆满了扫帚的成品和原材料，一家人正在
赶制扫帚。冯伟广的妻子和母亲先进行压
苗、盖苗、称重等，完成这些后，由冯伟广负
责扎扫帚。

今年40岁的冯伟广，扎扫帚已有24年
的时间。现在，一家人一年光靠扎扫帚就
有10多万元的纯收入。目前正是旺季，冯
伟广一天能扎30把扫帚，一般从早上7时
干到上午 12 时，再从下午 3 时干到晚上 6
时。

“年前是旺季，这个时候买扫帚的人
多。今天一早，就有人拉走了 400 多把扫
帚。”冯伟广说，他只管专心在家扎扫帚，客
户会上门来收。魏营村的扫帚主要销往阳
谷县、冠县、莘县以及菏泽市单县等地。

和不少传统手艺一样，扎扫帚这门老
手艺也面临着传承难的困境。虽然现在已
经形成了产业，扫帚不愁卖，而且经常供不
应求，但村里扎扫帚的多是 40 岁以上的
人，年轻人寥寥无几。

今年 70 岁的冯怀真是村里扎扫帚的
老人，因为年龄大了，扎扫帚的营生也被迫
停了下来。“扎扫帚是个细致活，不仅累，手
被竹枝戳伤也是家常便饭。很多年轻人宁
愿出去打工也不愿意在家扎扫帚。”冯怀
真说。

多年来，冯怀真对扎扫帚已
经有了感情，在他看来这不仅
仅是一项生计，而且是一门
应该世代相传的传统手
艺。同冯怀真一样，村
里还有很多老人在扎
扫帚，虽然已经十分
吃力，但他们仍会帮
衬着家人，做一些耗
力少的活儿。

“目前，村里有

20 多户村民从事
这项工作，每年每
户人均收入2万元
以上。村里基本
上都是家庭式作
坊，大多是单打独
斗 ，技 术 参 差 不
齐，收入也有多有
少。年轻人对此
不感兴趣，老手艺
后继无人，这是我
们面临的困境。”
魏营村党支部委
员王忠臣表示。

为此，滨河村
计划由党总支领
办合作社，以魏营
村为龙头，将 5 个
自然村的闲散劳
动力集中起来，发
展 扫 帚 加 工 产
业。滨河村希望
通过这种形式整
合全村资源，实现
统一采购、接单、
销售，在实现抱团发展的同时，把老手艺传
承下去。

“村民在家中扎扫帚，都将原材料和成
品堆放在家中，存在火灾隐患。这也是我
们想要成立合作社的原因之一。”滨河村党
总支书记王清河说，因为场地问题制约生
产加工，产业无法扩大，村民对于提升产
能、扩大规模的愿望十分强烈。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新的一年，魏营
村村民希望通过成立合作社，建立起村集
体与群众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共同体，踏
上增收致富“快车道”。

﹃
扫
帚
村
﹄
的
新
愿
景

■文/图 本报记者 蒋红帅
本报通讯员 李明珍

1月1日，新年第一天。上午，在阳谷
县阎楼镇周庄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十几
名党员志愿者忙得热火朝天。有的择菜，
有的和面，有的绞肉，有的剁馅……他们
在给村里的困难群众准备一份特殊的新
年礼物。

“新年来了，村里家家户户喜气洋
洋。但我心里有个牵挂，村里还有10户困
难群众，他们这个节日咋过？”对周庄村党
支部书记孙丽芹来说，这10户困难群众如
何过节，成了她最挂心的事。

元旦前夕，在她的提议下，周庄村党
支部的周思广、周长明、周作让、周脉学等
16名党员及预备党员周广富积极响应，大
家自发捐款，购置所需物品，决定在元旦
这天为困难群众包水饺，送上一份爱心。
新年第一天的上午，经过大家的精心筹
备，六大箅子热气腾腾的水饺出锅了。随
后，大家分组，第一时间把冒着热气的饺
子送到各户。

“真没想到，党员们自己动手包了这
么多水饺，还给俺送上门。一碗水饺，暖
身更暖心……”困难群众周长生激动地
说。周长生因患眼疾双目失明，妻子患有
精神疾病，儿媳残疾，家庭非常困难。屋
漏偏逢连阴雨，2021 年，他唯一的儿子因
车祸去世，留下了1岁多的孙女。“过去这
一年，多亏了村里党员干部的帮扶，不然，

俺这一大家子真过不去这一道道坎儿。”
同样感动的还有老党员周思川。因

老伴儿生病，孩子们都在医院照顾，这个
节日只有他一个人在家。“一个人不值当
的生火做饭。正犹豫着吃啥呢，党员们就
送来了热饺子。啥事都替俺想着，俺心里
特别感动！今后村里有需要俺的地方，俺
也一定全力支持。”接过党员送来的饺子，
周思川开心地说。

随后，周长禹家庭、国凤莲家庭……
一户户困难家庭陆续收到了爱心水饺。

“虽然天气寒冷，但想到困难家庭能
感受到牵挂和温暖，大家都非常开心。乡
村振兴，党员先行。新的一年，我们基层
党员更要沉下身子，不怕苦不怕累，为基
层群众办好事，人人争当乡村振兴的先
锋！”展望新的一年，孙丽芹充满了干劲和
信心。

党支部送出暖心新年礼

中药材“种出”甜日子
——走近“药材大王”霍元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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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营村村民正在扎扫帚魏营村村民正在扎扫帚

1月1日，周庄村党员在包水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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