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沈欣欣

大 寒 节 气 之
后，北方迎来最寒
冷的时节，而东阿
县牛角店镇黄起元
村的草莓大棚里却
温 暖 如 春 。 大 棚
里，前来采摘的游
客穿梭在一畦畦红
果绿叶间，欢声笑
语里，他们将一颗
颗硕大鲜红的草莓

“收入囊中”。
一辆辆货车穿

梭在大棚外的道路
上，他们将新鲜的
草 莓 运 往 周 边 县
市，让黄起元村的
草 莓 走 进 千 家 万
户。

“周末两天人
特别多，一般都是
聊城、东阿的游客，
有时也有来自长清
的。他们听说这里
的草莓好吃，都过
来采摘。”草莓种植
户黄家福介绍，自

家大棚里的草莓根本不愁卖，草莓成熟
时，专门有采购的货车来拉，供应到市
里及县里的大型商场、超市。除此之
外，周边市民采摘，也能销售很大一部
分。“不用自己出门，草莓就能销售一
空。收入增加了，我们的生活像这草莓
一样甜。”

目前，黄起元现代农业产业园已建
起草莓大棚320座，每座大棚年收入达
11 万元，单草莓一项就可实现年收益
3000 余万元。草莓产业直接带动就业
800余人，推动了当地服务业、零售业、
餐饮业发展，促进了当地经济增长、农
民增收。

近年来，在村党支部书记尹承荣的
带领下，黄起元村结合本村优质地下水
资源、人力资源、土地资源等优势，明确
了草莓产业“一村一品”发展方向，形成
了“建设、种植、出售”统一管理模式，为
全村草莓种植户提供资金扶持、技术服
务，不断在品牌塑造上下功夫。

如今，黄起元村草莓的知名度和美
誉度进一步提升，吸引本地及周边地市
众多游客前来采摘游玩，成为我市乡村
振兴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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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文/图 张燕 刘娟娟）
“宝妈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保暖连
体衣，里外均采用新疆长绒棉制作，来
我直播间只要29.9元！”1月20日，在冠
县小贝壳电商直播区内，4 位“网红主
播”正在直播带货，直播中售卖的产品
均为山东小贝壳服饰有限公司设计、生
产的婴幼儿服装。

山东小贝壳服饰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年，位于“齐鲁鸭梨第一乡”冠县兰
沃乡，是一家集设计、生产、销售于一体
的专业婴幼儿服饰用品生产企业。“我
们有专业的电商运营团队，团队成员每
天在抖音运营店直播带货。情况好的
时候，开一场2—3小时的直播，最少也
能成交六七百单。”公司工作人员贾利
君骄傲地介绍。

如今，山东小贝壳服饰有限公司依
托电商直播，实现了销售额持续上涨。
但是，谁能想到，在2年前，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这家企业曾差点倒闭。

“订单大幅减少，实体店卖不动，仓
库里的货销不出去。”公司总经理赵艳
玲说。面对困境，该公司迅速调整经营
战略，在2021年初投资50万元成立电商

运营中心，逐步由线下销售转为线上销
售。

很快，产品滞销的局面得到扭转。
目前，依托电商运营中心，山东小贝壳
服饰有限公司已开设天猫旗舰店1家、
抖音运营店4家，2021年的销售额高达
1500万元，同比增长70％。

产品销售步入正轨后，在兰沃乡政
府的帮助下，山东小贝壳服饰有限公司
又打造了电商直播平台。目前，该公司
已建成5间直播间，正在建设10间直播
间，预计在今年5月全部建成并投入使
用，可提供就业岗位60余个。

对于入驻电商直播平台的企业，山
东小贝壳服饰有限公司对其推出1年免
费入驻的优惠政策。目前，已有6家电
商企业与其签订入驻合同，为兰沃乡吸
引壮大电商力量、促进乡村振兴、带动
农民增收贡献了力量。

在电商直播基地内，山东小贝壳服
饰有限公司专门配备电商培训室，每次
可培训90人。2021年下半年以来，兰沃
乡会同冠县电商工作专班、冠县妇女联
合会，在直播基地组织电商专场培训 4
次，累计培育孵化150余人。

发展农村电商是推进乡村振兴的
重要手段。山东小贝壳服饰有限公司
的成功转型是兰沃乡全面发展农村电

子商务的一个缩影。据统计，兰沃乡现
有电商企业 34 家，全年网上成交额达
3000余万元。

“梨乡”掀起电商热潮

■ 本报记者 苑莘

韭菜根也能卖钱？不仅能卖，还
能卖不少！春节临近，莘县王庄集镇
王庄集村村民王丽的网店主营产品已
经换成了韭菜根。

“我有淘宝和拼多多两个店铺，
过来这一年韭菜根和韭菜花的销售
额不下100万元。”1月19日，王丽一边
整理着房间里的塑料泡沫包装箱，一
边介绍。网上卖韭菜根源于王丽对
城市居民需求的准确把握：“为了吃
得放心，很多城市居民喜欢在阳台的
花盆里种韭菜，但撒种子种韭菜操作
比较复杂，没有种韭菜根简单方便。”
于是王丽这两年一直在琢磨韭菜根的

网上销售问题。
为了方便消费者体验“自种自

吃”，王丽的网店在韭菜根定价时推出
了多种套餐，既有50棵的试种款，也有
1000棵的“种植达人”款，还专门销售
营养土。“每100棵为一把，按把算钱，
一把只要几块钱。”王丽介绍，店里销
售的都是新根，种一次可以吃5年，“自
己种韭菜既健康又方便，所以销量很
好，如今每天至少能接到二三十个订
单。”

随着订单纷至沓来，为了解决韭
菜根的供货问题，王丽又开始了创
新。她在自种了十余亩韭菜后，和多
户村民达成合作。村民播种韭菜收获
后，将韭菜根卖给她，再由她在网店上

销售。“现在村里好几位乡亲都是我的
供应商，其中赵辉种了10亩，渠利杰种
了 14 亩，张新杰种了 20 亩。”王丽说，
这番操作让韭菜种植户每亩地能多收
五六千元。

已经是淘宝双皇冠卖家的王丽，
最近又开始和家人一起琢磨如何进入
直播电商领域，“镇上的电商产业园专
门请来老师给我们做培训，学习之后，
我收获很多。现在我们的抖音商铺已
经试播了一段时间，效果很不错。”

“现在镇上的电商环境很好，交通
方便，快递物流多了，还给我们提供手
把手的培训，我们上网卖货会更方
便。”王丽和家人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信
心。

韭菜根网上卖出好价钱

本报讯（刘桐）“不容易啊，终
于拿到证了！”“感觉这个证比俺儿的
大学毕业证还好哩。”“在家门口免费
学习、免费拿证，为政府的服务点
赞！”……1月14日，在高唐县姜店镇
行政服务大厅，拿到电工技能证书的
村民你一言我一语地抒发着自己的
喜悦之情。

2021年11月5日，姜店镇在镇文
化站技能培训教室开设了新一期电
工培训班。此次电工培训对象是农
民群众，因此，培训教材既不同于技
校教材，又不同于等级培训教材。培

训最大特点是注重实用，突出技能训
练，让群众在掌握一技之长的基础
上，达到触类旁通的目的。通过为
期一周的系统学习，所有参加培训
的村民全部合格，达到了初级电工水
平。

据悉，姜店镇政府每年都会对辖
区内的群众开展免费技能培训，以期
通过此类培训实现“培训一人，致富
一家”的目的，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目前已有上百人培训合格，他
们“持证上岗”走上了不同的工作岗
位，大大提高了就业能力。

姜店镇

百名农民“持证上岗”

本报讯（记者 张琪）为了确保
村内困难群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
新春佳节，1 月 19 日下午，东昌府区
韩集镇古漯河新村第一书记齐鹏瑞
联系爱心企业，开展送温暖走访慰问
活动，向古漯河新村的老党员、退役
军人、困难群众送去大米、面粉、食用
油等慰问品。

“这么冷的天，大家还来看望我，
我感觉心里很温暖。”在87岁的老党
员张岳清家里，张岳清老人握着齐鹏
瑞的手说，多亏了党的好政策，现在

农村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今年家里
安上了空调，让这个冬天过得很舒
服。齐鹏瑞还特别询问了张岳清
老人的身体状况，嘱咐他多注意休
息。

爱心团队每到一处都详细询问
困难群众生活中存在的困难、家庭情
况及身体状况等，叮嘱他们保重身
体，并送上新春祝福。离开时，老党
员、困难群众纷纷表示感谢党和社会
各界的关心、帮助，相信以后的日子
会越来越红火。

韩集镇

第一书记携手爱心企业送温暖

本报讯（记者 孔祥雷 通讯员
牛伟）“最近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如
果想从省外回来，一定要提前 3 天
向村干部报备，把相关信息发给我
们，我们向镇政府报备。”1 月 20
日，东阿县陈集镇姜庄村网格员张
艳春了解到一位在省外的村民想
要回村过年，主动与他联系，介
绍本地疫情防控要求。

面对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张
艳春在村里 普及疫情防控知识，
做好流动人口出入排查，指导群
众注射疫苗，成为疫情防控的宣
传员。

陈集镇马棚顶村有 6 户脱贫享
受政策的群众。村民张效凤原来生
活的房屋破旧不堪，镇上鉴定为危

房，村里想帮她翻盖一下，但是她
一直有顾虑，不愿意翻盖。为此，
村网格员于瑞刚多次上门沟通，终
于做通了她的思想工作。翻盖的时
候，于瑞刚又上门帮她搬家具、收
拾庭院，利用 2 周时间终于帮她翻
盖好房子。事后张效凤高兴地说：

“当时没少给他添麻烦，但他一点也
不嫌烦。现在看房子这么好，真得
谢谢他。”

陈集镇充分发挥网格员在基层
管理和为民服务中的作用，通过送
政策、拉家常、聚民心、办实事，
让村级网格员逐步成为群众的贴心

“管家”，用真诚服务赢得群众肯
定。

陈集镇

网格员成群众贴心“管家”

本报讯（记者 张目伦） 1月17
日，聊城市信访局派驻阳谷县郭屯镇
梨园村第一书记杨亚杰向记者介绍，
依托村级党组织，结合村级网格员、
村法律顾问、老党员、老干部、村“两
委”成员等多种力量，梨园村建起一
支基层信访干部工作队伍，确保矛盾
有人排查、纠纷有人调解、问题有人
协调，形成源头治理工作合力。

杨亚杰 2021 年 9 月担任梨园村
第一书记以来，为了推动乡村和谐发
展，通过三个多月的不断走访，全面
掌握了村情民情，探索出一套“坐班
接访”抓好基层信访工作的有效做

法。
工作中，杨亚杰协调村干部到市

信访局“两代表一委员”工作室参与
坐班接访，既为化解信访事项提供基
层视角和基层办法，加速推进案结事
了，也使村干部在工作室接访过程中
提升了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为工作
室良好运行注入了活力。此外，通过
谈心谈话、集中学习、干部示范、党员
带动等多种方式，村级干部提高了党
性修养与为民情怀，主动化解农村矛
盾纠纷的积极性显著提升，信访纠纷
第一道防线得以巩固。

郭屯镇

“坐班接访”严抓基层信访

本报讯 （刘桐）为扎实做好春
节期间疫情防控和食品安全监管工
作，1 月 20 日，高唐县赵寨子镇组
织镇市场监管所和相关站所执法人
员对辖区内各类市场主体开展春节
期间疫情防控和食品安全检查行动。

工作人员以物资供应、价格监
管、场所消杀、顾客体温检测、健
康扫码、口罩防护、留观室设置及
冷链食品索证索票、从业人员核酸
检测等为重点，详细查看了场所消
杀记录、食品购销凭证、食品供货

方资质、检验检疫票据等，对检查
中发现的不规范、不到位的问题，
要求现场立即整改。此次行动共
检查超市、药店、餐饮等 5 家门
店。

该镇通过此次检查，进一步强
化了辖区市场主体疫情防控的责任
意识和食品安全意识。赵寨子镇市
场监管所将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持续加大春节期间疫情防控和
食品安全检查力度，确保春节期间
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幸福安康。

赵寨子镇

强化春节食品安全检查

1月20日，“网红主播”在冠县小贝壳电商直播区进行直播

■ 本 报 记 者 夏旭光
本报通讯员 朱红光

“志伟，到春节还有 10 天呢，灯
笼咋挂这么早？”

“早挂几天就早欣赏几天嘛，又
不像烟花爆竹，放一次就没了。”

1月21日下午，临清市新华路街
道黑庄村村民黑志伟往自家枣树上挂
灯笼，旁边经过的村民抬头看了看，
笑着问道。

挂完后，黑志伟看着十几个红彤
彤的灯笼，不由地笑起来：“嘿，还
真是漂亮！”

“现在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燃
放烟花爆竹的都少了，取而代之的是
这种写着祝福词的红灯笼。今年，聊
城市、临清市、新华路街道都下发了
禁燃禁放通知，大家不再燃放烟花爆
竹啦。”黑志伟接上电，看着又红又
亮的灯笼，心里十分高兴。“烟花爆
竹有噪声，灯笼没噪声；烟花爆竹污

染环境，灯笼没有污染；烟花爆竹是
一时的精彩，而大红灯笼是长时间的
漂亮。”

走在新华路街道大街上，只见各
个市场上也挂满了红灯笼，大大小小
各式各样的灯笼随风飘舞，把整个市
场装点得红红火火；而往年的烟花爆
竹摊位今年却没了踪影。

记者向卖灯笼的大姐林箐云询
问：“灯笼销量咋样？”“卖得很好，
这一会儿已经卖出去十多个了。”说

起过年挂灯笼的好处，林箐云说：
“把灯笼挂在大门上，每天一到家，
就会有一个好心情；如果挂在院子
里，一家人时时刻刻都可以观赏，天
天都有好心情。这一对比，红灯笼就
把烟花爆竹比下去啦！”

据了解，为了避免烟花爆竹带来
污染，新华路街道提前半个月就开始
了市场整治，并且采取了宣传、检
查、整治“三部曲”的模式，为群众
守护一方蓝天。

大红灯笼赛烟花

1月20日，在茌平区贾寨镇耿店村育苗场，村民在管理西红柿幼苗。贾寨镇创新“党支部＋合作社＋农户”运行机
制，发展尖椒、平菇、西红柿等特色种植，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 赵玉国 贾俊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