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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张目伦
本报通讯员 牛贵葆 赵营秋

1 月 5 日，小寒时节，记者来到
莘县大王寨镇西王庄村鼎侬果蔬生产
基地采访，只见一辆辆蔬菜运输车整
齐排列在道路两旁，村民一个个春风
满面、喜笑颜开，有的在大棚里采摘
鲜红透亮的圣女果，有的在路边过
磅、装箱、搬运上车。该村党支部书
记刘双利自豪地说：“我们的圣女
果，采取错峰种植方式，可以实现全
年采摘，产品直供北京。”

西王庄村共有耕地2800多亩，鼎
侬果蔬生产基地位于该村村南。这里
原是废弃多年的窑坑，地下水又咸又
涩，什么农作物都长不好。后来，刘
双利创办了果蔬种植合作社，流转土
地680亩，在这片盐碱地上陆续建起
148个果蔬大棚，并建起一座面积达
10000 多平方米的温室育苗大棚。此
后，大棚里种上了圣女果，一年收两
茬，每茬持续3个多月，亩产量7500
公斤至10000公斤。

从全国范围来看，圣女果的种植
基本都是在3月至9月，10月至第二
年2月便进入“空档”期，上市时间
比较集中。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圣女
果大量上市时，价格较低，每公斤在
4元左右，而到了冬季，20元一公斤
也很难买到。

面对这一现状，从2016年开始，
在镇党委、政府的支持下，刘双利带
领全村人走上“一村一品”之路，大
力发展乡村特色经济。通过外出学
习、市场调研、请教专家等方式，刘
双利引导大家改变种植条件、转变种
植方式、优化种植结构，逐渐填补了
圣女果种植的“空档”期。刘双利告
诉记者，合作社投资40多万元，打了
550米深的机井，保证灌溉水温，满
足了种植条件。但是，如果进行错峰
种植，大棚内的温度也要保持在
10℃—20℃。为此，合作社又在大棚
上增铺了三层反光膜。另外，合作社
还实施了种植、管理、技术、标准、
采摘、销售“六统一”，并将果秧综
合加工成生物有机肥后还田，使圣女

果具有了稳定的品质和产量，全年供
应市场成为现实。

“我今天摘了1000公斤，全都销
往北京，价格是每公斤20元。”正在

大棚里忙碌的西王庄村村民詹兰英开
心地说，在合作社的帮助下，通过错
峰种植，每亩大棚一年可增收4万元
左右。

1 月 7日，阳谷
县金斗营镇刘堤村
生姜种植合作社社
员在整理供应节日
市场的生姜。

金斗营镇采取
“党支部+合作社+
集体+农户”模式，引
导农民围绕市场发
展生姜种植，形成育
苗、种植、加工、销售
全产业链，带动农民
和村集体增收，助力
乡村振兴。

■ 王广策

■ 本报记者 苑莘

2021 年，在北京工作 15 年、年薪 40 万元的
李爱梅，返回家乡莘县魏庄镇东王庄村养起了熊
蜂。

2022年元旦，大家都在享受假期的悠闲，李
爱梅创立的京莘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
依然忙碌，大家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销售旺季。
当天，王奉镇种植户吕相伟，买走了4箱熊蜂。

年将不惑的李爱梅，高中毕业后就到北京打
工。“我在酒店端过盘子，在服装厂干过活。后来
进入万科地产，年薪不断增加。”李爱梅说，比起
40万元年薪的工作，她更惦念的是家乡的父老乡
亲。东王庄村是西红柿种植专业村，李爱梅了解
西红柿种植的每一个环节，其中用药水点花费时
费工，而且品质也受影响。一次偶然的机会，李
爱梅了解到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的熊蜂授
粉技术，决定将这项技术引入家乡。

说干就干。李爱梅辞去北京的工作，返回家
乡投资建厂。如今，年产2万群熊蜂的蜂房已拔
地而起。2021年3月，李爱梅以莘县西红柿大棚
为试点，引进第一批蜂。5月21日，李爱梅和中
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签订战略协议，7月开始
建厂房，11月底竣工，12月19日开业。到现在为
止，已经卖出200多箱熊蜂。

“昆虫授粉第一个优点是安全高产。中国农业
科学院的专家做过实验，熊蜂授粉的西红柿果实
糖含量、可溶性固形物含量、维生素C含量都比
激素点花要高。试点中我们也发现，用熊蜂授
粉，西红柿的产量最少可增加10%。”李爱梅说，
熊蜂授粉比人工授粉成本要低很多，“一个标准大
棚可以省2000元”。

“建设厂房时，我得值夜班守着那些建筑材料，一守就是好几个月。”
心怀家乡的李爱梅觉得，吃苦受累并不算什么，“从一开始的不理解，到现
在尝到熊蜂授粉结出的西红柿，家人也理解、接受了我回馈家乡的选择。”

一间间蜂房，小小的熊蜂飞进飞出。同样忙碌的李爱梅说：“我的工作
刚刚开始，但推广速度很快。周边的大棚户今年种植西红柿比较晚，根据
授粉特点，年后会迎来用蜂量高峰，我会加倍努力，让小小的熊蜂完成我
回馈家乡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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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夏旭光） 1月
5 日上午，为进一步深化平安建
设，切实提高群众对电信诈骗犯罪
的防范意识，临清市尚店镇综治中
心工作人员走进集市，集中开展反
诈、反邪、扫黑除恶宣传活动，推
动扫黑除恶斗争持久化、常态化开
展，增强群众防邪反邪能力。

活动中，尚店镇综治中心工作
人员通过现场讲解、发放宣传资料
等方式，重点宣传反邪防邪、反诈
防诈、扫黑除恶等知识，发放了

“崇尚科学、反对邪教、倡导文

明、共创和谐”知识读本、扫黑除
恶宣传挂历、反诈骗手提袋、宣传
彩页等。此次宣传活动，累计发放
宣传彩页 300 余份，扫黑除恶宣传
挂历 200 余本，反诈手提袋 100 余
个，接受群众咨询80余人次。

通过此次宣传活动，尚店镇让
群众充分了解了尚店镇扫黑除恶常
态化工作开展情况及工作成效，切
实提高了群众的防诈骗意识，增强
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尚店镇

平安宣讲进集市

本报讯 （记者 夏旭光） “大
爷，这是您的党员联系卡，以后遇到
什么事情，可以联系我。”1月5日，在
临清市八岔路镇杨二庄村，党员汪
丙兴给村民发放了党员联系卡。

在推行“党员+”联系户制度工
作中，八岔路镇采取发放联系卡、入
户走访、街头宣传等方式，组织党
员、青年和巾帼志愿者开展联系活
动，切实帮助群众解决问题

围绕近期开展的重点工作，联
系户人员向群众讲解政策，把党的
声音及时传达给群众。联系户人员
认真听取群众对支部建设、村庄环
境以及自身生产生活等方面的意
见，并记录在便民联系手册，在“党
员夜会”、群众代表大会上进行讨

论，研究解决办法。
该镇党员干部针对群众反映的

种植、养殖、居住环境等问题，能立
即解决的立即解决，不能立即解决
的，通过微信群，及时向党支部反
馈。针对村庄网格内群众矛盾和纠
纷，党员干部主动走到群众家中，及
时了解群众诉求，积极分析，查找原
因，结合司法部门共同做好矛盾纠
纷化解，确保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
镇。

为更好地推进人居环境整治，
各村实行联系户人员包胡同制度，
胡同长带头维护好胡同和房前屋后
卫生，影响和带动周边群众形成良
好的卫生习惯，杜绝随意倒垃圾、乱
摆乱放行为。

八岔路镇

推行“党员+”联系户制度

本报讯 （刘桐）“村里免费出
砖，村民自己出工铺了胡同，以后出
门就方便多了。”1月6日，高唐县清
平镇西小村的脱贫户叶金春高兴地
说。

自全镇乡村清洁“百日攻坚”行
动开展以来，西小村积极响应，村委
会雇用机械清理“三大堆”，清除残
垣断壁、处理存量垃圾，村民出工出
力清扫房前屋后垃圾、清理柴草秸
秆、整治庭院卫生。针对困扰村民
的出行难题，该村筹集10多万元购
置40多万块砖向村民免费发放，由
村民自主铺设胡同。

“平时上级没少照顾我，现在又
给俺们铺胡同，我闲着没事也凑个
人场。”脱贫户叶树申已年近90岁，
看着邻居叶金春帮他铺着自家门前
的胡同，他也主动加入到了铺胡同
的队伍。目前，该村45条胡同已基
本铺设完成，村民出行条件大大改
善。

经过连续 10 天的攻坚行动，全
镇60个村庄彻底改变了过去“脏乱
差”的面貌，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截
至目前，全镇共动用机械996台次，
出动人员3265人次，整治乡村道路、胡
同275公里，硬化胡同50条共4300米。

清平镇

深入实施乡村清洁行动

■ 刘小希 谷朝牧

元旦前后，莘县德瑞菌业有限公
司迎来一波订单新高潮。

“受疫情影响，此前出口德国、
加拿大、印度等国的双孢菇干制品一
度减量。眼下，出口形势回暖，订单
也随之多了起来。”1月7日，该公司
总经理刘佃君欣慰地说。

双孢菇干制品，是德瑞菌业有限
公司推出的特色菌菇产品之一。刘佃
君介绍，去年，仅销往东欧的双孢菇
干制品就达2000多吨，与此同时，公
司年加工盐水菇、清水菇、干品菇等
可达3000多吨，远销德国、加拿大、
印度等国家和地区。

小小菌菇从莘县走向了世界，也
撑开了当地群众的“致富伞”。不过，
这一朵朵菌菇得以在莘县牢牢扎根，
并茁壮成长，其背后的故事说来话长。

2009年，作为山东省食用菌产业
创新团队成员、莘县科技特派员的刘
佃君成立了莘县裕丰食用菌种植专业
合作社，吸引了2000多名农户加入。
与其他食用菌种植合作社不同，这家
合 作 社 成 立 之 初 便 尽 显 “ 科 技
范”——

依托技术优势，刘佃君先后开发
出多种新品种，既有高温种植的，也
有低温栽培的，不仅有适合温室大棚
的，也有适应简易拱棚的；

针对菇农担忧的重茬和鸡爪菌问
题，刘佃君带领团队进行了多轮实
验，推出了不用药物便能防病虫害的
种植新方式，解决了长期困扰菇农的
难题；

为降低种植成本，刘佃君凭借技
术手段把玉米芯、棉籽皮、木糖醇、
酒糟、麦秆、玉米秸等“下脚料”转
化成优质配料，实现了“下脚料”的

变废为宝；
……
技术的加持下，朵朵菌菇长势喜

人，亩均年收入能达 3 万元。但是，
如何进一步打开菌菇销路，实现产业
的可持续发展？作为负责人的刘佃君
思路明确——转型，不转不行！

本着这一想法，2012年，刘佃君
着手建立莘县德瑞菌业有限公司，并
把蘑菇加工车间建在菇棚区。就这
样，他一边为菇农搞好技术服务，推
动绿色标准生产，一边搞好菌菇加
工，持续拓宽产品销路。由此，菌
菇产业链得到了进一步延伸，刘佃君
也带领菇农走出了一条“规模生产—
集中加工—统一销售”一条龙的运作
新路径。此外，从2016年开始，刘佃
君每年拿出20余万元，扶持家庭困难
农户搞食用菌种植，并低价为他们提
供菌棒，义务进行技术指导。如今，

刘佃君已先后带出50多个食用菌种植
专业村，培养种菇能手近百人。依托
小小菌菇，越来越多村民走上了“致
富路”，越来越多村庄以“菇”为
媒，实现了富民兴农。

这篇以菌菇为主角的乡村振兴故
事，至今仍在谱写。1 月 7 日，记者
再度步入莘县德瑞菌业有限公司，一
眼望去，一派繁忙景象：烘干车间
内，工人正有条不紊地接力运送初加工
的双孢菇；成品库内，已打包成箱的
双孢菇干制品整齐地码放着；生产车
间内，密密匝匝的菌菇有序排列，一
幅生动的自然生长图景尽在眼前……

“今年，我们想继续拓宽出口路
径，推动更多莘县菌菇飘香海外，同
时加快技术革新，激发蘑菇产业发展
的内生动力，以产业兴旺推动产业兴
县。”刘佃君满怀信心地说。

“菌”俏产业 带富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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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刘敏
本报通讯员 罗红云

“在家门口上班，一个月能拿 4000
多元钱，日子越过越好。”1月4日一早，
赵长杰在流水线上又开始了一天的工
作。有了企业的就业帮扶，他对新的一
年充满信心。

50岁的赵长杰，是高唐县固河镇大
陈村的脱贫享受政策户。几年前，因患
病家中积蓄花光，他一度愁眉不展。好

在，有扶贫干部的帮扶，让他迈过一道
道坎，并享受到“两不愁、三保障”政
策。现在，相关部门又积极对接社会企
业，大力实行就业帮扶，让赵长杰有了
一份适合的工作。

2020年12月，刚恢复劳动能力的赵
长杰进入聊城和美食品有限公司工
作。在一年多时间里，他的生活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聊城和美食品有限公司通过提供
稳定岗位的方式，带动脱贫享受政策人

口就业，赵长杰就是其中的一位。享受
这种帮扶的职工，在该公司还有很多，
仅固河镇籍员工就有20多人。

聊城和美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集
屠宰、分割、加工于一体的现代化畜禽
企业，公司现有一条年宰杀3000万只肉
食鸡的生产线。因为在助力乡村振兴
过程中作出贡献，该公司被评为山东省
2021 年度省级乡村振兴（脱贫帮扶）龙
头企业，是我市新增的15家省级乡村振
兴龙头企业之一。

聊城和美食品有限公司现有员工
800人，均为周边农村剩余劳动力，人员
主要来自高唐固河、清平、三十里铺、尹
集、杨屯、姜店等乡镇，还有少数德州市
平原、禹城等地的村民，人均工资 5000
元左右。

“村民在家种着地，在公司每年还
能有五六万元的收入。”公司总经理林
凡才说，有的一家三口在公司上班，年
收入可观。

800名村民家门口上岗

错峰种植圣女果 亩均增收4万元

刘双利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刘双利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本报记者 张目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