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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小希 谷朝牧

“俺家的土猪肉不愁卖，猪肉送到
城里的专卖店后，不到两小时就能卖
光。临近年关，订单比往年增加了一
倍多。”1 月 17 日，莘县妹冢镇高庄村
村民高景坤笑着说，近期，他家的高家
土猪肉“火”了。

高景坤的养猪场建在一大片麦田
旁，猪舍周边有成排的杨树，环境开
阔，空气清新。平常，老高总是自配饲
料，麦麸、豆粕、玉米、秸秆青草料等均
在其中。此外，季节交替时，他还在母
猪、幼仔饲料中添加抑制病菌、促进肠

道蠕动的中药制剂，提高猪自身的免
疫力。

吃原粮饲料，用中草药保健，有自
由、开阔的生长环境，在这种绿色养殖
模式下，高景坤家的土猪生长周期均
在一年半左右，猪肉肉质紧密、富有弹
性，得到了客户的一致好评。与此同
时，高景坤还投资建设了沼气池，猪粪
便集中入池后，通过搅拌、发酵就能产
生沼气，而沼液则用来灌溉农田。这
样的沼气池，既能养地肥田，又保障了
猪饲料的高质量供应，引来众多乡邻
参观学习。

如今，高景坤已年过六旬，但他仍

在不断钻研养猪的新门道。
“咱年纪大了，搞不来直播，但手

机总能玩得了！”在不断地钻研和琢磨
中，老高建起了多个微信群，群里的客
户有1000余人。除了线上聊天卖货，
他还可以应客户要求随时进行视频交
流，让他们通过手机察看猪场的角角
落落，如果客户想来现场，老高也热烈
欢迎，“咱是实打实养猪，任谁过来看，
我都敞开大门！”

线下精心饲养，加上线上销路的
打通，带动了高家土猪肉知名度和销
量的同步提升。几天前，几位定居青
岛的莘县人给老高发来信息，想要购

买猪肉。看完消息，他马上把宰杀的
猪肉用真空包装寄出。第二天早上，
这几个老乡便收到快递，并通过微信
留言：“给咱这莘县速度点赞！”

随着亲朋乡邻的口口相传，越来
越多新客户上门求购，又在品尝后成
为高家土猪肉的忠实“粉丝”。当下，
看着自家养猪生意在日益红火中迎来
了又一个新年头，高景坤心潮澎湃：

“今年，俺家猪场会继续走绿色养殖
路，也希望能通过互联网，让更多的
人尝尝咱家的健康猪肉，感受下这地
道的农村土猪肉味道！”

“俺家的土猪肉不愁卖”

本报讯 （文/图 记者 夏旭光）
为进一步发挥农村电商释放消费活
力、推动消费升级的重要作用，在疫情
防控期间推广无接触采购、配送年货
模式，为消费者采购年货提供便利，1
月18日，临清市戴湾镇举办第一届年
货直播节，让群众“网上赶大集、开心
购年货”。

本次年货直播节以商品展销为
主，以文化娱乐活动为辅，通过政企联
动、社区联动、文旅联动等方式，围绕
戴湾镇特色年货、年俗等，举办内容丰
富、形式多样的年货直播活动，激发

“活力戴湾”线上消费活力。
直播活动中，带货“主播”推介了

3 种戴湾镇特色产品：肉质鲜嫩的小
王庄烧鸡、鲜脆可口的赵建庄联合村
白莲藕、营养丰富的水城屯联合村平
菇。直播短短 5 分钟，在线粉丝量达
3000人次，卖出小王庄烧鸡近800单、
赵建庄联合村白莲藕 150 公斤、水城
屯联合村平菇 250 公斤，销售额达
21000元。

■ 文/图 本报记者 李政哲

1月14日，记者走进东昌府区鼎昇
牧业养殖专业合作社的养殖场，只见鸡
舍内6条庞大的复合生产线分列其中，
每条生产线上下 3 层，3.75 万只雏鸡住
在“楼上楼下”的“公寓”里。每层“楼”都
配有自动供水、添料设备，无须人工搬
运，水和饲料就能平稳地来到雏鸡面
前。鸡粪则由机器自动清理、收集。

“虽然有4个鸡舍养了15万只雏鸡，
可全部工作只需2名工人即可完成，饲
喂、控温、清粪等环节全部实现智能化。”
合作社理事长石正雪打开了话匣子。

鼎昇牧业养殖专业合作社的前身是
鼎昇饲料厂。“2006年，当时正值我国饲
料行业发展的黄金时期，饲料生产加工
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鼎昇就是当时
一个小型的饲料加工作坊。”石正雪介
绍，经过4年的成长，2010年，聊城市鼎
昇饲料有限公司注册成立，并筹建了一
个占地15亩的新厂，车间生产实现了全
自动化。

2013年，为了带动饲料厂和周边养
殖户共同致富，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
下，石正雪出资成立了鼎昇牧业养殖专
业合作社，给养殖户提供鸡苗、饲料和技

术服务。
但这一养殖模式并非一帆风顺。最

初几年，合作社成员购买的鸡苗弱雏较
多，再加上农户养殖技术参差不齐，不少
农户养殖肉鸡成功率低，达不到收购要
求，影响了社员收益。

为解决这一问题，2017年，合作社以
股份制形式筹资900万元建设了占地32
亩的种鸡养殖场，并推行“六统一”模式，
即鸡舍建设、鸡苗、饲料、管理、防疫以及
销售等统一标准，提高了养殖成功率。

“2018 年底，合作社成员年均收入
10万元，高出同行业非合作社成员10%
左右。”石正雪说，“现在农户每一批肉鸡
养殖成功率都在99%以上。”

种鸡场为合作社成员提供优质鸡
苗，大大带动了地方养殖业的发展。在
随后的几年中，合作社还与其他品牌合
作，建立了屠宰场、食品加工厂，社员发
展到205户，辐射方圆100公里。

为了实现长远发展，合作社还设计
了一个专门的员工持股模式——内部管
理股份制+资本投入股份制，让社员通
过参与管理和投资入股。“我管理4个智
能化鸡舍，仅2021年就进账40多万元。”
来自广平镇的王洪勇对合作社有着强烈
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时至今日，合作社基本完成了从种
鸡繁育、饲料加工、养殖放养、孵化到屠
宰加工整个产业链的布局。“2021年，合
作社出栏三黄鸡、农家大冠鸡、乌骨鸡等
2000 万只，主要销往北京、上海、广州、
深圳等一线城市。”石正雪说。

从单一经营到链条式发展，从现代

化养殖到产销一条龙，合作社的抗风险
能力和综合运营强的优势在这几年的发
展中越发显现。石正雪表示，眼下，他们
计划通过直播和电商平台扩大销路，使
产品走向全国乃至国际市场，帮助和带
动更多养殖户共同致富。

一只鸡串起一条产业链
——鼎昇昇牧业“养”出富民产业

1月14日，合作社社员在智能化鸡舍内工作

本报讯（记者 张英东）“谢谢
你们关心我，快坐下喝点水。”1 月
18日，度假区李海务街道双庙于村，
90岁的老党员于吉圣握着曹永明的
手激动地说。

曹永明是聊城市社会组织联合
会会长，多年来一直热心公益活
动。在市委统战部牵头下，聊城市
社会组织联合会组织会员企业献爱
心，到市委统战部帮包村——双庙
于村、重化于村和顾庄村走访慰问。

“这次走访慰问的群众中，既有

80岁以上的老党员，也有退伍老军
人、五保户、低保户和残疾儿童，共
为双庙于村、重化于村、顾庄村的26
名群众送去了春联、大米、食用油等
慰问品。”省派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
建设蔡庄新村工作组成员柳凤春说。

“春风着意随人愿，虎气生威壮
国魂。”打开春联，上面写着的这两
句话，让退伍老军人于长岭激动不
已：“这副春联写的就是我们退伍老
兵的心声啊，祝愿祖国越来越强
大！”

李海务街道

新春送“暖”进家门
■ 刘桐

春节将至，高唐县赵寨子镇宋楼
村四季青蔬菜种植基地进入采摘销售
旺季。1 月 14 日，走进该基地种植大
棚，红彤彤的西红柿格外惹人喜爱，工
人们正在采摘西红柿。

“我们种植基地的西红柿长得好、
销量大，跟大棚管理有很大的关系。”
在四季青蔬菜种植基地管理着8座大
棚的侯树清打趣说，大棚蔬菜管理最
忙的时候，反而是他最“清闲”的时候，
每当那时，他就可以在家拿着手机“偷

会懒儿”。
原来，侯树清手机里有一个软件，

能清楚地看到每个大棚里的温度、湿
度，而且可以通过软件精准调控，在大
棚内不需要人工进行相关的管理操
作。

“大棚有了智能管家，我们就可以
‘偷懒’。自动控温、电动门帘、智能滴
灌、臭氧喷雾杀菌等设备一应俱全，拿
着手机就能管控，再也不用爬到棚上
放帘子收帘子了。”侯树清笑着说。

为推动基地向综合性、现代化发
展，近年来，侯树青投资100多万元，在

8座墙体温室大棚、2座钢架结构日光
大拱棚内，引进安装了“手机一体化控
温设备”，实现大棚种植手机管控，不
管在哪里都能用手机随时掌握大棚里
的湿度、温度。同时，侯树青把大棚外
的塑料膜也换成了自动化塑料膜，大
棚内安装了黑色的通水管，可以用手
机控制浇水、放膜，以此改善棚内的温
度、湿度、光照等。此外，他还通过悬
挂黄色粘虫贴逮捕飞虫、利用熊蜂授
粉促进果形饱满，采用有机肥灌溉、喷
洒生物制剂药品，不断尝试新品种蔬
菜瓜果的栽培与生产。

在西红柿种植大棚，侯树青介绍，
随着棚内温度变化，棚顶的“外衣”自
动收放通风，可使大棚内保持恒温，促
进果蔬生长。

“有了科技助力，今年的西红柿
喜获丰收，而且省去了很多人工成
本。”侯树清说，今年8座大棚共种植
22000株西红柿，品种为“罗拉”“普
罗旺斯”，这一茬收获的 10 吨西红
柿，经过分拣、包装，已陆续销往济
南、北京、河北等地市场，2021年净
收入60万元。

大棚有了智能管家

本报讯（刘桐）为弘扬尊老爱
老传统美德，践行新时代文明实践
精神，1月18日，高唐县琉璃寺镇妇
联联合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志愿者，
开展“幸福新年 从头开始”志愿活
动，为辖区60岁以上的困难老人免
费理发。

在巾帼志愿者孙桂兰的英华理
发店内，不时有老人前来理发，她耐
心细致地为老人修剪出满意的发
型。理完发，老人们神清气爽，露出
满意的笑容。对于行动不便的老
人，志愿者把免费理发服务送到老

人家中，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关心关
爱。

琉璃寺镇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建立“乡村振兴十分钟服务圈”党
建项目，以辖区群众的实际需求为
着力点，量身定制形式多样的志愿
服务，让辖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
受便捷服务。孙桂兰作为“乡村振
兴十分钟服务圈”英华志愿服务队
的队长，两年来坚持每月为辖区内
的低保户、五保户、残疾人免费理
发，赢得辖区群众的广泛好评。

琉璃寺镇

免费为行动不便老人上门理发

本报讯 （记者 朱海波 通讯
员 张清强） 工程机械操作手按标
线掘进，数台自卸车忙着拉运土方，
工作组成员随时检查新挖沟渠的深
度和宽度……1 月 16 日，冠县清泉
街道寨里村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现场
一派繁忙景象。正在现场督战的清
泉街道农林水服务中心主任董书志
介绍，“这条全长 8700 米的水渠与
刘神伯输水渠连通，能确保于村、寨
里等4个村5000亩耕地随时浇灌。”

农田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清泉
街道大力推进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着眼“路相通、沟相连、旱可浇、涝可
排、村庄美”的现代农业建设新格
局，抓住今冬明春水利建设黄金期，
自2021年12月27日起，利用1个月
时间，新建于村至杜刘村水渠，并对
刘东段、包村段输水渠进行清淤。

清泉街道及时成立工作专班，
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把新建、清淤
工作任务分摊到部门、具体到人头，
层层压实责任，确保高效开展。工
作专班成立以来，新建水渠主体基
本完工，老沟渠清淤 1900 米，清除
垃圾、淤泥10600立方米。

寨里村群众张学朝算了一笔
账：“同样8亩地，我用机井浇，得用
1天多，电费120多元。而人家用水
渠浇，半天就能浇完，连 50 元钱都
用不了。水渠修好后，我也可以用
黄河水浇地了。”

建得好更要管得好。清泉街道
将严格落实河长制，加大巡查管护
力度，提升农田水利工程管护治理
能力，及时发现、消除问题隐患，为
防涝减排、农田灌溉奠定基础。

清泉街道

新修水渠为5000亩地解渴

本报讯 （记者 苑莘） 1 月 17
日，在莘县古云镇黄庄村草莓大棚
里，村党支部书记高博看着鲜艳的
草莓面带喜悦。“我们村集体每年从
大棚中可以获得10万元收益，党支
部能拿到60分。”高博自豪地介绍。

“我们镇为推进乡村振兴，严格
落实了村庄千分制考核。黄庄村党
支部领办合作社，各项制度完善，收
益明显，拿到了这一项的满分 60
分。”古云镇干部朱贵赟介绍，目前
该镇正在统计2021年下半年各村庄
的得分情况。

2021 年，古云镇党委针对村庄
抓落实力度不强、工作标准不高的
情况，制定了合理有效的目标考核
方案，当年3月施行。该方案围绕全
镇中心工作，按照权重为每项中心
工作核定分值。“由牵头部门为村庄
逐一打分，每半年汇总一次，在全镇

干部大会上予以通告。村党支部评
星定级、推荐‘两优一先’和‘两代表
一委员’时参照村庄成绩，确保各项
工作公平公正。”朱贵赟介绍，考核
结果同村党支部书记、村“两委”成
员的绩效收入挂钩，“同样是村党支
部书记，干得好的比干得不好的，一
年能多拿两万元钱的绩效。”

“目标考核的推进实施，让村党
支部书记有了‘危机感’。现在镇党
委安排的各项工作，各村党支部第
一时间推动落实，营造出了比学赶
超的浓厚氛围。”古云镇凌云联合党
委书记吕敬新介绍，如今联合党委
对村庄的领导力显著增强。

2022 年，古云镇党委计划设立
“进步奖”和“退步罚”，对于进步较
快的村庄给予相应奖励，对于退步
较快的给予相应处罚，从而推进全
镇各项工作走在全县前列。

古云镇

千分制考核营造干事氛围

本报讯（记者 林金彦） 为保
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进一
步改善空气质量和人居环境，东昌
府区道口铺街道扎实推进烟花爆竹
禁售禁燃禁放工作，确保广大群众
度过一个安全、祥和的春节。

该街道成立了烟花爆竹禁燃禁
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禁止燃放烟
花爆竹工作推进会，压实街道、社
区、村干部包保责任。制作禁售禁
放宣传语音和电子通告，通过村村

通大喇叭和微信朋友圈广泛宣传相
关规定，营造人人参与、群防群治的
浓厚氛围；组织派出所、市场监督管
理所和执法大队等加大巡查力度，
对临街商铺、农村商超小门市逐户
排查，提醒经营单位自觉遵守相关
规定；鼓励广大群众积极举报非法
销售、储存、运输和违规燃放烟花爆
竹等违法违规行为，确保禁售禁燃
禁放工作落地见效。

道口铺街道

强化巡查保障平安过节

临清市志辰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临清市志辰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左二左二））王德宾介绍公司产品王德宾介绍公司产品““小王庄烧鸡小王庄烧鸡””

戴湾镇举办年货直播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