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4 2022 年 1 月 5 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崔淑静 版式：辛政 校对：王博
要 闻

■文/图 本报记者 李政哲

鞋子和裤腿上黄泥斑斑，外套袖
口也磨起了皮……1月2日，再见到安
玉林、安邦父子，他们正在大棚里和农
户一起播种羊肚菌，动作娴熟，一看就
是“老把式”。

父子俩是度假区家喻户晓的致富
能手。他们种植的羊肚菌，一年一季，
亩产 300 公斤以上，一公斤鲜菇可卖

340元，去除成本，每亩地纯收入超过4
万元。通过线上平台销售，与顺丰冷
链物流合作，父子俩将羊肚菌销到了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采摘期
间，每天线上销量达300多单。

“除了卖一部分鲜菇，剩下的全部
烘干，干货耐存，卖价也更高。”父子俩
早就盘算好了销路，通过在线对接平
台，已经和商家签了销售订单，产品不
愁卖不出去。能把羊肚菌种到这个份

上，父子俩并不是靠运气，当初也曾碰
过壁。

羊肚菌是冬种春收的菌种，头年
冬天种植，来年春天收获。选种、育种
和种植是羊肚菌人工栽培最为关键的
技术，也是制约羊肚菌产业发展的瓶
颈。为种好羊肚菌，父子两人成立了
安氏家庭农场，并全程参与育苗、移
栽、管护等生产环节。经过不断尝试，
两人积累了大规模种植羊肚菌的技
术、经验。

“羊肚菌种植的主要技术，在于
温度和干湿度的把控。这些年，我们
吸取经验教训，提前做好降温前防
控，今年羊肚菌出菇率特别高。”安
玉林说。

依托成熟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
验，父子俩将种植规模由30亩扩大到
300亩。“新流转的土地已平整完毕，
再过几天就可以建棚了。”安邦说。

种植面积扩大了，菌包的需求量
也随之增多，以前一天7000包的生产
量已远远达不到要求。为保障供应，
安邦新上了一条食用菌上料自动搅
拌、装袋生产线。“现在新的生产线一
天能生产36000包，正好满足需求。”安
邦说，以后种植面积再扩大，生产线还
会更新。

目前，有30多人在农场务工，他们
来自于集镇前高村、后高村和李海务
街道三排芦村等周边镇村。今年55岁
的三排芦村村民王丽一边收拾菌包，
一边说：“我在这里多学点种植技术，
争取将来也改行种植羊肚菌。”

在父子两人的带动下，周边镇村
羊肚菌种植规模不断扩大，但不少人
担心自己种不好，因此父子俩又当起
了产业发展指导师。“无保留传授经
验，这是我们种植羊肚菌的情怀。”安
邦说，他们邀请附近村民到基地务工，
既解决了大家的就业问题，又为产业
发展进行了技术推广。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
础。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依托
乡村特色优势资源，打造农业全产业
链。各地资源禀赋不同、自然环境有
异，因地制宜发展产业，能够让乡村发
展从“输血”转向“造血”，激发乡村振
兴的内生动力。

“前不久，我们种植的羊肚菌被山
东省农科院选育为优良品种，这更增
加了我们发展羊肚菌产业的信心。”安
邦兴奋地说，“父子齐心，黄土生金。
新的一年，我们一定能将羊肚菌种出
大名堂！”

种上羊肚菌 土里也生“金”

1月1日，茌平区贾寨镇双河演艺队队员在演唱豫剧《墙头记》选段。
当天，2022年贾寨镇双河演艺队庆元旦新年文艺演出在贾寨镇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举行，歌曲、舞蹈、戏曲、二人

转等十多个节目轮番上演，为数百名观众送去新年的祝福和欢笑。 ■ 赵玉国 贾俊杰

本报讯 （记者 洪祥） 2021 年
12月22日，中共山东省委全面依法
治省委员会办公室发布了《关于市
县（市、区）政府部门和乡镇（街道）
法治政府建设先进典型的通报》，莘
县朝城镇获评乡镇（街道）法治政府
建设先进典型，是聊城市唯一入选
乡镇。

近年来，朝城镇认真贯彻落实

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
第一责任人职责，全面加强党对法
治建设的领导，认真抓好党政领导
干部依法行政建设，推动党组理论
学习中心组学法制度化、常态化，坚
持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和依法办事，
扎实推进立法民意征集和规范性文
件备案审查，切实提升了全镇法治
建设水平。

朝城镇获评全省乡镇（街道）
法治政府建设先进典型

■ 本 报 记 者
夏旭光

“没想到这
个小小的板子，
晒晒太阳就能挣
钱。多亏了位山
灌区的效春给我
们出好点子，让
我 们 挣 上 阳 光
钱！”1月2日，冬
日的阳光照在身
上暖意融融，走
进东昌府区韩集
镇大杨村，一排
排太阳能光伏板
在阳光下闪耀着
光芒，大杨村党
支部书记庞延旺
看着光伏板喜笑
颜开。

2021 年 11
月初，市位山灌
区管理服务中心
的王效春被市委
组织部选派到大
杨村“加强农村
基 层 党 组 织 建
设 ”工 作 组 工
作 。 自 驻 村 以
来，王效春始终
坚持强基固本，
充分发挥党建引
领思想、凝聚共

识、促进发展、形成合力的作用，激
活乡村振兴“原动力”。

王效春紧紧围绕“党建+产业”
发展模式，挖掘大杨村优势条件，探
索如何因地制宜发展产业，带动村
集体经济。通过走访调研，王效春
发现大杨村内房屋建筑质量好，可
利用面积大，适合发展光伏项目。
经过进一步探讨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后，他和村“两委”达成一致意见，决
定实施光伏发电项目。

“光伏发电无排放、无污染，是
绿色环保的清洁能源，老百姓不
用投资就能有收入，也能促进村
集体增收。”王效春说，一期工程
计划安装1080块光伏发电板，前5
年每块光伏发电板每年有 60 元左
右的收益，之后每年的收益也能达
到40元左右。

随着一块块光伏板运到大杨
村，配套电力线路和变压器架了起
来，光伏发电项目顺利开工。目前
项目一期工程已经进入紧张有序的
施工中，该项目建成后，预计村集体
每年可增收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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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是广袤大地上最为动人的梦想，是亿万农民心中最为深切的期
盼。

2021年，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三农”工作重心转向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务必充分认识新发展阶段做好‘三
农’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
之重，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

业、农民富裕富足。”
接续奋斗，各地干部群众满怀信心开启乡村振兴新征程。为充分展现我

市各地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基层实践，今日起，本报开设《走进乡村看振兴》
栏目，全面展示我市在美丽乡村建设、农业提质增效、促进民富村强、城乡融合
发展等方面的新亮点、好做法，探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聊城经验。敬请关
注。

本报讯（记者 夏旭光）为推动
美丽宜居乡村建设，临清市八岔路镇
网格党支部立足实际，充分发挥党员
先锋队和巾帼志愿者“两支队伍”作
用，大力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做好日
常监督和卫生维护，不断提升乡村

“颜值”。
八岔路镇网格党支部组织党员

积极发挥带头作用，引导他们始终活
跃在工作一线。“红马甲”们拿起扫
把，在各自分包的区域，对村内主干
道路、胡同杂草杂物等进行集中清
理，整治乱贴乱画小广告，不漏掉任

何一个胡同，不放过任何一个死角。
经过连续几天的集中整治，各村环境
得到了显著改善。

党员先锋队冲锋在前，巾帼志愿
者也不甘落后，积极参与人居环境整
治。志愿者充分发挥自身力量，与党
员相互配合，对村内各处容易忽视的
细节进行打扫，清理各处散落的垃
圾、杂草和落叶。同时，巾帼志愿者
还积极向群众宣传人居环境整治的
重要意义，呼吁群众主动参与到美丽
乡村建设之中。

八岔路镇

“两支队伍”提升乡村“颜值”

■ 本报记者 苑莘

“明年我就要离开姜屯村了，最近我打算捋
一捋思路，赶赶进度，把该干的工作干完。”2021
年12月30日，莘县俎店镇姜屯村县派第一书记
马文文这样说，声音不大，却充满力量。

自2020年4月经县委组织部选派到莘县俎
店镇姜屯村担任党支部书记，这位90后的小姑
娘在姜屯村已经工作近两年时间。“收获很多，
感受也很多。”马文文说。

“群众最小的事，对我来说都是最大的事”

与身边的年轻干部不同，马文文大学期间
的专业是临床医学。医学行业的准入门槛比较
高，所以大部分人也不会轻易放弃所学专业。

可这位戴着眼镜，本该穿上白大褂的文弱
姑娘，偏就选择了服务基层，报考了选调生。此
后，她走得最多的路是乡间的泥泞路，打交道最
多的人是勤劳朴实的农民，干得最多的是群众
的一件件小事，将青春尽情挥洒在农村基层。

“群众最小的事，对我来说都是最大的事。”
曾经有个农村高中毕业生，因家庭贫困无法继
续求学。马文文一趟趟跑到该学生家中，做了
十多天的思想工作，帮助一家人解决了很多实
际困难，让这名学生顺利走进大学校园。

“服务群众更要抓好学习”

“目前我村杜仲试验田已经完成栽种，废旧
坑塘也改造成了莲花池，现在正是收获的时节，
预计可为村集体增收2万元。”在基层工作了几
年时间，马文文对农村的理解，从最初的懵懂，
变为如今的了如指掌。

从象牙塔走出来，马文文对农村的很多工作知之甚少，但她从未气馁和
胆怯，而是不断学习、不断提升。为解决姜屯村党支部软弱涣散问题，她不断
探索适合本地实际的有效做法，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让基层党组织有资源有
能力为群众服务。在姜屯村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马文文走街串巷倾听群众呼
声，多方考察选取适宜项目，千方百计争取上级政策，想尽办法促进集体增
收。她已经不记得有多少次，天还没亮便外出考察项目。

“服务群众更要抓好学习。”在学用结合理念的指导下，马文文通过党支
部领办合作社，带领村民发展坑塘经济，种植杜仲试验田，“党支部+合作社+
农户”“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型”“保底收益+二次分红型”等“新鲜词”出现在了
姜屯村。

“基层历练是笔宝贵财富”

扎根基层，马文文收获了很多。姜屯村为她记下的“功劳簿”里，满满当
当全是“干货”：

拆除残垣断壁2处，彻底清理“四大堆”，平整利用闲散宅基、村头荒地；
推动沟渠、坑塘清理再利用，增加村集体收入；
为村里争取15000米农田用线、16眼机井、700余米生产道路；
为村里建设村史馆；
……

“基层历练是笔宝贵财富。村内正在一点点发生着变化，村民对村‘两
委’的信任度也越来越高了。”马文文说，“来之前我希望在完成组织交给我的
任务后，实现帮姜屯摘掉后进村帽子的目标。现在只剩3个月的时间，我会继
续努力，帮助姜屯的父老乡亲过上好日子。”

马文文说，离开姜屯村后她仍会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用真诚的付出和不
怕脏累的身影，冲在服务群众的第一线，“我的青春没有轰轰烈烈，但朴实、踏
实，因为背后是我最热爱的基层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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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孔祥雷）“自从
村里组织开展了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村路干净了，原来的臭水沟不见了，
空气也好了，大家的居住环境越来越
好！”1月3日，谈起高新区许营镇于
庙村开展的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工作，
村民晋学民脸上笑容洋溢。

晋学民是去年刚转正的共产党
员，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他
和于庙村“两委”成员、村民志愿者一
起下沉一线，群策群力，积极为于庙
村人居环境整治贡献一份力量。全

市乡村清洁“百日攻坚”行动启动后，
许营镇各村庄立即行动，对村里各个
角落开展“解剖式”检查，对照“治脏、
治乱、治差、治丑、治危、治污”六个方
面内容，自抬标杆，重点整治“三大
堆”、残垣断壁等短板弱项，着力打造
干净整洁的新环境。

截至目前，于庙村所有胡同均完
成高标准硬化，并修建地下排水管
道，累计硬化胡同17349.8平方米，清
理坑塘17334平方米，修建水沟1500
米。

许营镇

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安邦在大棚内检查喷淋系统安邦在大棚内检查喷淋系统

■ 刘桐 王保文

新年伊始，在高唐县三十里铺
镇河崖孙庄村的大街小巷，孙大石
先生的一幅幅经典山水名作在雪白
的墙壁上再现，让这座河畔小村显
得格外清新典雅，徜徉其中，随时随
地都能与“艺术”撞个满怀。

“在河崖孙庄村新时代文明实
践志愿者帮扶下，俺吃上了‘手艺饭’，
不仅学会了麦秆画和葫芦烫画等非
遗民俗手艺，还能日挣上百元，每天
都过得有滋有味。”1月1日，在河崖
孙庄村红色文化广场，55 岁的农民
曲广芹深有感触地说，“幸福生活莫
过如此！”

近年来，三十里铺镇政府因势
利导，引领河崖孙庄村党支部积极
创新乡村振兴工作思路，主打“文化
兴村”战略。在党支部带动下，河崖

孙庄村借助书画名人效应和传统文
化优势，着力打造以红色为主题的
民俗文化产业，并以新时代文明实
践活动为契机，以服务乡村振兴为
切入点，整合文化、人才等多方资
源，大力开展“手艺新农村”非遗公
益培训，传承创新民俗文化、民间技
艺，积极探索文化惠民和富民强村
新路径。

“我们村将联合民间文艺家协
会，分批次组织开展民间手工艺培训
活动，进一步激发民间手工艺人的创
作潜能，丰富创作题材，拓展文艺作
品的应用空间，从而带动相关文化产
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河崖孙庄村
党支部书记王廷刚说。

为将民间文化艺术产业做大做
强，河崖孙庄村以禅石书画院和文
艺产业为载体，汇集麦秆画、剪纸、
根雕、葫芦烫画等十余种民俗工艺，

成立了股份经济合作社，实行“合作
社+民间艺术家协会+公司+农户”
的发展思路，形成种植、加工、销售、
文创“一条龙”产业链。目前，已培
养40余名困难群众成为特色产业工
人，并通过“村集体+民间艺术家协
会+经销公司”的发展模式，促使集
体收入年增 20 余万元，民俗文化产
品远销四方。

如今，行走在河崖孙庄村，文化
墙绘随处可见，浓浓的文化气息充盈
着每个角落。“以文化引领乡村振兴，
不仅提升了乡村‘颜值’，更给全镇农
文旅结合发展带来了新机遇。我们
将继续挖掘、丰富文化内涵，努力把
文化资源转化为生产力，通过打造

‘手艺新农村’，让更多群众吃上‘手
艺饭’，实现乡村振兴的同时让人民
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三十
里铺镇党委书记金超表示。

民俗传承 文化兴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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