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苑莘

新年伊始，来到莘县徐庄镇，这里
行人车辆络绎不绝的繁华景象给人留
下深刻印象。更让人惊喜的是，当地
多个见证了历史变迁、荒废多年的“老
古董”企业，如今都换了新模样。

停产26年的老造纸厂厂房一直处
于闲置状态，过去门可罗雀，如今却是
人气满满。新引入的劲沃科技有机肥
加工项目在这里扎根，对周边9个镇街
的生活垃圾进行挑拣分类，并收集莘
县24个镇街旱改厕污水，将垃圾变废
为宝。

厂房同样闲置多年的电扇厂“变

身”春雨绿色新型建材项目车间。企
业以石膏粉、煤灰、水泥为原料，加入
特殊材料生产新型建材，产品应用于
装配式建筑工程，具有绿色环保、节能
降耗、保温隔音、质轻抗震等优点。

“厂房闲置就是资源浪费。我们
在抓招商引资的同时，一直致力于腾
笼换鸟，盘活僵尸企业的土地、厂房资
源，坚持资源向项目倾斜，全力服务好
项目建设。”徐庄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黄启华介绍，去年下半年，该镇就光伏
发电、物流服务、蔬菜精加工、电子商
务等项目进行点对点招商，党政班子
外出招商5次，引来中国国际跨国公司
贸易促进会、国家电投福建电力有限

公司、山东中能华源海上风电集团等
到徐庄洽谈投资，储备了一批好项目
资源。

在狠抓“双招双引”的同时，徐庄镇
集中精力开展对“僵尸企业”闲置资源
的盘活利用，通过专班跟进，克服重重
困难，将闲置多年的镇电扇厂、老造纸
厂的厂区重新利用起来，让宝贵的土地
资源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

“2020年初，莘县制定了两年基本
实现‘僵尸企业’出清的目标。按照这
个目标，我们对镇里的闲置厂房、停产
企业开展了调研，分类制定了盘活方
案。”黄启华介绍，该镇成立工作专班，
充分挖掘低收益的存量资产，以重组、

租赁、合作等方式，实施“二次招商”。
“‘僵尸企业’的闲置土地资源被盘

活后，又成为徐庄镇引进外部资金和优
质项目的优势，实现了增资增效不增
地。”黄启华说，徐庄镇坚持“项目为王”
工作思路，到2021年底，全镇重点项目
建设成果丰硕：湖南建融集团总投资12
亿元、占地4000亩的农光互补项目，已
纳入全市可再生能源发展“十四五”规
划名单；河南牧原集团总投资 6000 万
元、年产6万吨育肥料深加工项目已投
产运营；浙江温岭客商总投资1.2亿元
的莘县丰达食品冷链物流及熟食品精
加工项目生产良好，吸纳600余人就业，
年加工产品10000吨。

空闲厂房获“新生”
——徐庄镇盘活闲置资源促进经济发展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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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马林文） 2月
10日，春寒料峭。早上7点多，茌平
区杜郎口镇丁楼村村民赵书波就在
自家的麦田里忙碌起来，不一会儿，
清澈的河水便淌进了麦田。

当前，小麦进入返青快速生长
阶段，为确保今年粮食丰产，促进农
民增产增收，杜郎口镇紧抓有利时
机，及早着手，将春灌作为近期农业
生产的重点工作，组织镇村干部深
入一线宣传督导，掀起春季麦田管

理工作的新高潮。
该镇利用管氏河、茌杜河有存

水的有利时机，迅速组织各村群众
开展春灌，并抽调专业技术人员深
入田间地头查看苗情、墒情，抢施配
方 肥 ，使 麦 苗 及 时 吃 上“ 营 养 套
餐”。同时，该镇积极联系农机合作
社，为孤寡老人、残疾人等困难家
庭，提供浇灌、无人机喷药、田间农
业技术指导等精准帮扶，确保辖区
6.8万亩耕地及时得到灌溉。

杜郎口镇扎实开展春季麦田管理

本报讯 （记者 蒋红帅） 为进
一步提升干部和党员的政治素质、
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2月10日，阳
谷县张秋镇举办党员干部新春培训
班，邀请阳谷县优秀党支部书记和
电商培训教师为张秋镇 300 余名党
员干部进行了授课。

培训采取理论教学、交流研讨
和观看先进典型教育宣传片等方式
进行，主题鲜明、内容丰富，既有优
秀党支部书记集中授课，又有特色

电商经验交流，开阔了参训党员干
部的视野，进一步增强了他们贯彻
新发展理念要求的本领和能力。

培训期间，张秋镇党员干部用
心听、细心记，他们纷纷表示，通过
培训拓宽了思路、增长了知识，将以
本次培训为新起点，紧密结合工作
实际，以更广的视野、更高的定位谋
划发展新思路、新举措，真正把培训
成果转化为推动张秋镇高质量发展
的强大动力。

张秋镇举办党员干部新春培训班

本报讯 （通 讯 员 李永旭）
“这棵桃树花开得过多，每根枝条上
最多留 5 朵才有利于坐果。”2 月 10
日，在冠县北馆陶镇魏庄村的现场
培训会上，技术员向果农详细讲解
油桃的种植管理技术。

当日，冠县县委统战部、冠县中

华职教社在魏庄村举办暖棚油桃种
植技术现场培训会，技术员针对不
同品种油桃的管理特点、花期的管
理要点、水肥管理注意事项等作了
细致耐心讲解，并现场对果农进行
技术指导，受到果农的热烈欢迎。

北馆陶镇送技术到田间

本报讯（刘桐）2月10日，高唐
县姜店镇西郭村向阳花开农村电商
创业基地知名主播“田野里的七月”
开启了春节后第一场销售直播，从
晚上7点至12点，5个小时总销售量
突破 10000 单，总销售额突破 20 万
元，其中，坠面 3800 余单、荞麦面粉
500 余单、紫薯 2000 余单，实现了姜
店镇农村电商销售“开门红”。

“过去，每年这个时候，地里没
有多少农活，我基本就是闲在家

里。自从开通了电商直播销售，我
和附近的村民都到这里来打工，给
家里增加了不少收入。”向阳花开农
村电商创业基地分拣工作人员张恒
兴高兴地说。

近年来，姜店镇以向阳花开农
村电商创业基地和齐鲁小强农村电
商直播产业园为阵地，结合乡村“网
红”打造计划，大力发展农村电商，
成功带动周边200余人就业。

姜店镇农村电商实现“开门红”

本报讯 （记者 林金彦） 为改
善河道环境，保障今年春灌输水畅
通，连日来，东昌府区闫寺街道以河
长制工作为抓手，积极组织开展河
道清淤疏浚工作。

此次，闫寺街道共对 13 条沟渠
进行清淤疏浚，对坍塌严重的沟渠
进行疏通改造，施工总长度26000多
米。

在清淤过程中，闫寺街道因河
制宜，将防汛排涝与河道环境提升
相结合，着力清除河道障碍物、河道
垃圾，对河道内堆积的淤泥进行彻
底清除，有效改善了河道淤堵、水质
恶化等现象，使河道变深、河水变
清，改善了农村水环境，增强了河道
的蓄水能力，为春季灌溉提供了有
力保障。

闫寺街道疏浚河道保春灌

■ 本 报 记 者 蒲二利
本报通讯员 潘运通

打起鼓来敲起锣，欢天喜地闹元
宵。2 月 14 日晚，莘县燕塔街道马厂
新村村史馆里热闹非凡，一台由村民
自编自演的元宵文艺晚会火热上演，
平日里刨土弄田的庄稼人纷纷走上舞
台，一展风采。

踏着喜庆的音乐，由马厂新村广
场舞队带来的扇子舞《中国红》，寄托
着大家对新年的美好祝愿和幸福期
盼，让晚会一开始就呈现出欢乐的节
日气氛。传统曲艺三句半《感谢党的
好政策》让热爱传统文艺的村民过足
了瘾；精彩的小品《傻妮相亲》让全场
观众乐开了怀……

16 个节目有歌有舞，虽然演员的
表演和服装道具都不专业，但他们在
台上的认真和努力赢得了现场观众的
认可。台上的鼓声、锣声和台下的掌
声、笑声、欢呼声交融在一起，让节日
里的村庄沸腾起来。

自办元宵文艺晚会，这在马厂新

村还是头一遭。尽管经验不足，场地、
设备也有很大限制，但村民们简单、真
实、用心的状态格外打动人。“咱村里
的晚会虽然场面不大，但是人气旺、气
氛好、幸福感强。”受邀前来观看节目
的燕塔街道党工委书记宋保华说。

晚会总策划、马厂新村党总支书
记魏士强介绍，马厂新村文化氛围非
常浓厚，村里的文化广场上经常有人
跳舞唱歌，文化活动中心经常有文艺
演出。举办元宵晚会的消息发布后，
村里有文艺特长的村民积极报名参
与，从大年初一开始排练，一直忙到元
宵节。

“过去几年，马厂新村加快发展，
从一个落后村庄跻身燕塔街道先进示
范村行列，群众生活水平提高了，对文
化生活的需求也增强了。下一步，我
们将继续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村史
馆等为阵地，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方
式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满足群
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切实提升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魏士强说。

别样“村晚”闹元宵

2月11日，在东昌府区斗
虎屯镇大徐村的蔬菜大棚内，
群众在高兴地收割、分拣菠
菜。

春节刚过，我市大棚蔬菜
种植户就忙碌起来，准备收获
春节后的第一波红利。

近年来，我市大力发展特
色种植产业，持续增加群众收
入，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富
足、越来越幸福。

■ 本报记者 许金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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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叶晨雯

“去年，阳谷先运辣椒专业合作社
和辣椒农产品共荣获两项国家级荣
誉，我们备受鼓舞，今年，将继续撸起
袖子加油干！”2月14日，阳谷先运辣椒
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方先运介绍，去年，
阳谷朝天椒被收录进2021年第三批全
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阳谷先运辣
椒专业合作社被认定为2021年度山东
地区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实验示范

基地。
合作社的健康快速发展让方先运

十分自豪，新年伊始，他制定了今年的
新规划。

带领合作社的农户进一步扩大辣
椒的播种面积。“今年我们计划扩大辣
椒的育苗面积，为农户提供优质的辣
椒苗，进而扩大辣椒种植面积，提高经
济收入。”方先运说。合作社采用大垄
套直播技术，改变了依靠传统技术种
植辣椒用工多、效益差的局面，亩产达

到300公斤，最高能超过400公斤。方
先运希望，新的一年，在扩大辣椒种植
面积的基础上，提升合作社产业化水
平，带领更多群众增收致富。

对种植户进行集中培训，帮助他
们在种植过程中“减肥增产”。“现在，
不少农户用的还是传统的种植方法，
不仅用肥多、用人多，而且产量偏低。”
方先运说，为了能把辣椒种好，他先后
10多次前往青岛、天津等地参观学习，
并结合本地的种植条件，摸索出“播种

机械化、种子丸粒化、水肥一体化、直
播飞防化”的种植技术。今年，合作社
计划组织两次集中培训，推广更为高
效的辣椒种植技术。

此外，为发挥好合作社的示范作
用，方先运还计划带领合作社再流转
300 亩土地，建设标准化种植试验田，
打造样板示范田，让周边的农户可以
前来参观和学习。为保证辣椒的绿色
品质，合作社还将引进生物农药，做好
病虫害绿色防治，进一步提升辣椒的
品质。“通过走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路
子，合作社力争将朝天椒打造成为全
国知名农产品！”方先运信心十足地
说。

方先运的新年新打算

■ 文/图 梁丽姣

2月14日，东昌府区新区街道库财
刘村草莓哥采摘园内游客络绎不绝。
棚外万木萧条，棚内却是绿意盎然，弥
漫着草莓的清香，一颗颗红色、粉色的
草莓在绿叶的映衬下格外显眼。慕名
而来的游客们提着小塑料篮穿梭在田
垄间，享受着采摘的乐趣。

“之前听朋友说这里的草莓清甜
可口，这不，趁孩子还没开学，今天带
着孩子来体验一下采摘的乐趣，让孩
子亲近自然。”市民李翠是第一次来到
草莓哥采摘园，说着，她弯腰摘下一颗
红彤彤的草莓，放进手中的红色塑料
篮子里。

“自去年11月份草莓成熟以来，每
天来草莓哥采摘园采摘草莓的游客络
绎不绝。”正在引导采摘游客的技术人
员陈洪国介绍，“草莓挂果的第一茬就
见到了效益，目前，已经进入第二茬采
摘高峰期，采摘将一直持续到今年的5
月份。”

据了解，草莓哥采摘园现有3座草
莓温室大棚对游客开放，种植的品种
以妙香草莓、牛奶草莓、桃熏草莓、雪
兔白草莓等为主。

“草莓采用无公害种植模式，真正
让消费者摘得放心、吃得安心。”谈起
种植草莓的初衷，库财刘村党支部书
记刘景振说，“通过为市民打造一个闹
中取静、休闲放松的好去处，推动乡村
旅游发展，在让游客体验采摘草莓的
乐趣、了解草莓文化、愉悦心情的同
时，树立库财刘村良好的新形象。”

不仅如此，为进一步推进乡村旅
游与种植产业融合发展，刘景振还在
村里规划建设了花卉盆景园、花果园、
花田等。“这些园区都在规划建设中，
不久的将来，一个颜值更高、更有内涵
和品位的库财刘村将展现在游客面
前，给游客带来更加美好的旅游享
受。”刘景振自信地说。

乡村振兴，离不开产业兴旺。近
年来，新区街道积极探索“农旅一体
化”发展新路子，农产品采摘观光旅游

业逐渐兴起，小小的草莓已经成为新
区街道冬季旅游的一张亮丽名片，激

活了当地旅游经济，点燃了乡村振兴
新引擎。

草莓香飘振兴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