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张燕

3月30日，在冠县店子镇东化村盛
发君子兰种植基地见到杨登坤时，一
身花匠打扮的他正在温室大棚中“修
理”君子兰。橘红色的兰花开得正旺，
似乎要以最美的姿态拥抱春天。

“咱这君子兰种植繁育基地，现有
种植面积1.2万平方米，建设8栋温室
大棚，25万盆君子兰，年繁育种苗400
万株。”杨登坤介绍起他的“家当”。

杨登坤是冠县崇文街道徐三里庄
村人。大学毕业后，他进入父亲开办
的冠县顺发汽车修理服务有限公司工
作。在一次去长春与中国一汽洽谈业
务时，杨登坤“认识”了君子兰。

“当时，许多一汽老职工的家里养

着君子兰，一盆君子兰的价格在 2000
元左右，培育一株君子兰每年的收益
在60元至120元之间。”君子兰娇艳欲
滴的花朵和可观的繁育利润，深深吸
引了杨登坤。

1998 年，随着汽修服务行业竞争
日益激烈，杨登坤考虑将企业转型。
当年，他投入40万元，在冠县顺发汽车
修理服务有限公司内建设了一座占地
400平方米的花窖，从长春引入400株
君子兰。

君子兰适宜生长在15—25摄氏度
环境中，并且每年更换一次盆土。种
植君子兰的前 3 年，因盆土更换不及
时、温度控制不严格，杨登坤投入的40
万元几乎亏得“血本无归”。

但是，杨登坤并没有放弃。2001

年，他再次投入100万元，在徐三里庄
村自家的老宅中，建设了一座占地600
平方米的高标准花窖，引入君子兰
2600株。

一次换土时，杨登坤偶然发现，本
地的法桐树叶加工做盆土更适合君子
兰生长。“此前一直使用长白山的橡树
叶，更换一盆土成本要10元。用本地
法桐落叶成本只要1元，君子兰比之前
长得也快。”杨登坤说。

2015年，他投入680万元，在毗邻
冠临路的东化村建设了一个占地 1.2
万平方米、拥有8栋温室大棚的君子兰
种植基地。

经过6年繁育，到2021年，杨登坤
的君子兰已增长至25万盆，年繁育种
苗400万株。“种苗主要销往福建、潍坊

青州，去年卖了 80 万株，一株 2 元，除
去成本能赚100万左右。”杨登坤说。

杨登坤在自己致富的同时，还带
动了周围村庄23人实现就业。此外，
他以每袋2元的价格，将基地更换君子
兰盆土所需法桐落叶的收集工作交给
环卫工人，每年累计补贴环卫工人 10
万余元。

目前，冠县已将盛发君子兰种植
基地纳入乡村振兴项目库，并在 2021
年和今年下拨乡村振兴补助资金1280
万元，启动盛发君子兰种植基地二期
建设项目。

伴随着基地二期项目的启动，杨
登坤由衷地感慨，他将迎来自己创业
以来的又一个春天。

400万株君子兰迎“春”绽放

■ 本报记者 苑莘

春分过后，就到了香瓜收获的季
节。3月29日，从莘县县城沿蒙馆路向
西北方向行驶，当路上的大货车越来
越多，甚至出现拥堵的时候，就到了莘
县燕店镇。这些大货车到“中国香瓜
之乡”“中国香瓜第一镇”，都承担着重
要的使命，每年将5亿公斤香瓜从燕店
镇运往全国各地。

从 3 月中旬到 6 月中旬是燕店香
瓜收获的季节。随缓慢移动的车流来
到燕店镇，仿佛到了香瓜的世界：道路
上的大货车上满载着贴有各式商标的
香瓜包装箱；路两旁的门面招牌大多
写有“收瓜”“配货”等字眼；路边的摊
贩展示着“博洋”“绿宝”“花蕾”等不同
品种的香瓜，空气中弥漫着香甜的气

味……
这里的人们谈论的都是香瓜。“听

说今年出了一个新品种叫‘花美人’，
口感软糯，还挺甜。”听到这样的聊天
内容，燕店镇西孙庄村第一书记姬生
勇解释，“去年有公司在咱们这里小规
模试种，很受市场欢迎。今年已经有
一批农户种植，供不应求。”

这里聚集了来自大江南北的客
商。在新疆经营瓜果生意多年的四川
商人王清槐几天前再一次来到了燕店
镇，准备开始今年的“燕店”生活——
他每年要在这里住3个多月。整个香
瓜收获季，约有1000多吨香瓜经他的
手被运送到乌鲁木齐市。

这个小镇因香瓜而人气满满。无
论是大街上还是大棚里，到处是行色
匆匆的年轻人，他们忙碌但干劲十

足。这一天，年轻的瓜农雷明拿到了
19906 元的售瓜款。他计划加强二茬
瓜的管理，争取半个月之后能卖出更
高的价格。

人气旺起来，加之手里也有钱，消
费活动也逐步升温。在镇驻地，农资、
汽修、餐饮、住宿等门店鳞次栉比。这
个只有3.9万人的小镇，去年的存款余
额达到了20亿元。“大家手里有了钱，
既敢花钱，也有地方花钱了。”镇干部
蒋凤丽介绍，不久前当地有十多个小
伙子团购了一批迈腾轿车，一时传为
美谈。

这些场景，在燕店人眼中已经司
空见惯。如今的燕店镇，还在发生着
很多不为人知或者不被人注意的变
化。

由于燕店镇在香瓜产业中的知名

度，当地已经从单纯的产地，变成国内
最大的香瓜集散地。3月29日，王清槐
一边忙着收购市场上的“博洋 61”，一
边联系着外地的瓜源，“那是一车来自
东北的‘绿宝’，现在燕店的‘绿宝’还
比较少，所以外地的‘绿宝’很受欢
迎。”王清槐说，本轮疫情发生前，他经
常光顾的市场每天都会来一车香瓜，

“是从寿光运来的”。
从规模最大的产地到规模最大的

集散地，燕店镇并没有满足于当下的
火热景象，当地党委政府正在谋划着
新的方向。无论是已经起步的香瓜电
商产业园，还是蓝图上致力于新产品
繁育的种苗科技园和准备做香瓜罐
头、香瓜饮料的深加工项目，燕店镇正
在打造香瓜小镇的道路上快速奔跑
着。

又到瓜香四溢时
——燕店镇香瓜丰收见闻

要 闻4 2022 年 4 月 6 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杨万绘 版式：丁兴业 校对：王博

■ 本 报 记 者 张琪
本报通讯员 李欣

3月31日，临清市金郝庄镇金炉店村世纪花园家庭农场内，绿
油油的蔬菜长势喜人。不同的是，大棚里不是平常所见的蔬菜种
植方式，而是有序地摆放着一排排水槽和种植在水面上的蔬菜。
农场负责人王士荣正察看蔬菜的生长情况。只见他轻轻地将一棵
生菜连根拔起，根须没有泥土，却滴着水。水槽旁，清澈的鱼池里，
一尾尾鲤鱼惬意地游弋。

“‘鱼菜共生、种养循环’模式就是通过水循环系统把养鱼用过
的水通过管道输送到微滤机，把鱼产生的粪便经过微滤机处理，进入
水槽，为蔬菜输送‘养分’；然后利用蔬菜净化水质，净化后的水再次
回到鱼池，形成‘鱼肥水—菜净水—水养鱼’的生态循环系统。这
种模式具有高效节水、环保无污染、养殖密度高、养殖周期短等优
势。”王士荣告诉记者，该项目主要依托特殊构造的大棚，在大棚里
铺设“回”型管道，流水通过管道循环系统，在鱼池与管槽间流转，
实现池中养鱼不换水，水中种菜不施肥的绿色健康循环生态模
式。小油菜、生菜、苦菊等蔬菜只靠“喝水”不施肥。

“鱼菜共生”模式不但效益高，更为周边农民致富打开了一扇
窗。“我来这里不只是为了打工赚钱，更想了解一下‘鱼菜共生’到
底是怎么回事，经过这段时间学习，我觉得这套模式能行。”吴庄村
村民王洪旗说。

“我们现在正与中国海洋大学水产学院教授、农业农村部水产
品质量安全专家委员会委员宫庆礼教授洽谈合作引进墨瑞鳕鱼的
工业化养殖，这种紧俏的产品能带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市场。”
王士荣给记者算了笔账，每个池子37立方米，能养鲤鱼2000尾左
右，总计能养5万尾，一年利润在40万元左右。

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505万元，占水面积2.91公顷，循环水养殖车间8000平
方米，鱼菜共生、高密度生物池34个，可实现年产淡水鱼12万尾，外塘投放3万尾，
年利润可达150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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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钱曲波） 临清
市刘垓子镇探索工业光伏发电和农业
大棚种植跨界融合模式，实现加速产
业融合、促进农民就业、拉长农业产业
链“三方共赢”。据统计，新建光伏发
电项目预计年平均发电量 8790 万度，
可实现销售收入3638万元。

刘垓子镇布局光伏发电项目土地
空间充足，通过招商引资，引进了技术
先进的绿能新能源有限公司。项目一
期工程2020年8月开工建设，2021年5

月建成并网发电。该项目全部采用立
柱式支撑结构，柱顶架设最新技术的
太阳能发电板，既生态环保，又为板下
空间利用提供了便利条件。

通过招商合作，该镇引进润禾农
业发展公司，种植了辣椒、生姜等喜阴
耐阴作物。目前，500亩辣椒已经收获
第一茬约 13 万公斤，实现利润 150 万
元，100 亩生姜即将收获，预计总产量
25万公斤，可获得利润50万元。

刘垓子镇

探索农光互补生态富裕路

本报讯（记者 苑莘） 3月30日，
莘县魏庄镇便民服务中心的帮办代办
员到该镇东江店村等村庄，通过推行
上门帮办代办服务，为行动不便的高
龄老人上门办理了养老保险认证服
务，为特殊群体送去了关爱和帮助。

东江店村有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
遇领取人员35人，其中13人为行动不
便的高龄老人。他们腿脚不便，儿女
又不在身边，且不会使用智能手机。
镇便民服务中心社会保障窗口的帮办

代办员了解情况后，主动登门为老年
人全程代办，免去他们来回奔波的辛
苦，了却了老人们的一桩心事。

魏庄镇便民服务中心将镇、村作
为帮办代办服务的基础落脚点，全面
制定帮办代办服务标准，明确帮办代
办服务人员工作职责，建立标准化帮
办代办流程，实现帮办代办规范化，为
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人群提供了上
门帮办代办服务，使特殊群体享受到
了便捷服务。

魏庄镇

“帮办”“代办”暖人心

本报讯（刘桐）“不好意思，打扰
了!我是清平镇政府的工作人员，请问
您最后一次做核酸检测是哪天？”3 月
29 日，高唐县清平镇商庄管理区主任
李光辉正在打电话进行人员排查。连
日来，清平镇7个管理区办公室内，通
话声和电话铃声此起彼伏，作为排查
信息的主力军，该镇管理区书记、管
理区主任组成了一支“青年突击队”，
用一部电话挑起防疫重任。

因为乡镇工作人员不足，时间紧、
任务重，“青年突击队”成员需要根据
反馈信息，通过电话及时对重点地区

返乡人员进行排查，以防境外输入，排
查到夜幕降临是家常便饭。

“青年突击队”组建以来，不断提
高队员的政治素质，完善“党建带团
建”“团建促队建”工作机制。在他们
看来，疫情期间没有前方和后方之分，
每个人都身处前线，都应该为疫情防
控贡献一份力量。“我们做的这些真的
不算什么，只是希望尽可能地帮助大
家，把防疫知识、政策告知身边的每一
个人，尽己所能，为织密守牢清平疫情
追踪网络，贡献自己的力量！”谈到乡
镇抗疫工作，李光辉说。

清平镇

组建防疫“青年突击队”

■ 刘桐

“一蹬、二撬、三放、四抽、五踩，这
是最简单的方法，省时省力还不影响
麦苗生长。”3月25日，在高唐县汇鑫街
道邹阁村党支部领办的瑞鑫种植专业
合作社，高唐县农业局高级农艺师杜
立芝正在教农户们使用五步法种植栝
楼根茎种。

杜立芝指导完毕，只见农户们两
人一组，一人用脚一蹬铁铲，在下去土
层10厘米的地方用力往旁边一撬，另
一人则拿着一节栝楼根茎种，放入撬

开的缝隙中，然后抽出铁铲，踩实土
壤，一棵种子就埋到了土壤中，等待秋
后的丰收。

“去年我种的栝楼仅一茬每亩收
入就达到了3000多元钱，比种玉米多
了1000多元钱。”瑞鑫种植专业合作社
种植户王俊美笑着说，去年是自己第
一次种植栝楼，没想到收益还不错。

尝到甜头后，王俊美主动当起了
义务宣传员，同党支部班子成员一起
推广栝楼种植。

“我们村虽然土地肥沃，但是大家
种植传统农作物的收益不高，产出值

少，为此我决定把村里的土地好好利
用起来，让我们农民也能在土地上刨
出‘金疙瘩’。”邹阁村党支部书记林立
军说。

说干就干。2021 年，党支部领办
的瑞鑫种植专业合作社成立，并流转
28 亩土地进行栝楼和小麦的间作种
植，由合作社统一进行育种、栽培和技
术指导。通过一年的试验种植，林立
军给合作社算了一笔增收账：一亩地
最少产 1150 余公斤栝楼果，收益在
3500元左右；每五年收一次根，平均每
年的收益在1000元左右；再加上一茬

小麦的收益也有1500多元，综合算下
来，一亩地每年可收入6000元左右。

“今年合作社计划将种植面积增
加到600亩，现如今已经完成了350亩
的种植，目前合作社还在不断和种植
户签订种植合同。”瑞鑫种植专业合作
社秘书长李学文高兴地说。

“栝楼经过深加工后，产品附加值
要翻好几倍。”林立军说，“我们准备以
后流转周边更多的土地，形成更大规
模后，购买一些专业的设备对栝楼进
行深加工，打造出自己的品牌，带领乡
亲们共同致富。”林立军说。

间作种栝楼 致富有门路

4月3日，临清市康庄镇后善村蔬菜大棚里，游客带着孩子采摘圣女果。康庄
镇依托传统种植优势，利用专项资金，在后善村流转800余亩土地，发展大棚蔬
菜种植，通过开展采摘体验活动，吸引了大批城里人下乡采摘，探索出一条“种
植+旅游“增收新模式。 ■本报记者 朱玉东

茌平：不负春光抢农时 3月30日，在茌平区贾寨镇耿三庄村田间，村民在给桃树进行疏花管理。茌平农民抢抓农时开展田间
农作物的生产管理，为全年农业生产打下坚实基础。 ■ 本报通讯员 赵玉国 宋月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