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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林晨
本报通讯员 马林文

4月5日早上，在茌平区杜郎口镇
丁楼村的一座养鸡场内，1000多只土
鸡正在栅栏里悠闲“散步”。看到主
人丁国珍提着饲料进来，小鸡们快步
向前，争相吃食。

养鸡场旁边，是丁国珍家的院
子，各种鸡饲料整齐有序地堆放在一
辆崭新的电动三轮车上，屋内洁白的
墙壁上贴满孩子的学习奖状，“这两
年，家里好事不断。闺女考上了大
学，我这一年卖鸡、卖鸡蛋也不少挣，
日子是越过越好。”丁国珍的脸上写

满了幸福。
可谁能想到，就在3年前，丁国珍

还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她患有肢体
残疾，丈夫有智力障碍，孩子又要上
学，家庭生活十分困难。

改变始于2019年8月，在杜郎口
镇扶贫办和帮扶责任人的帮助下，丁
国珍在家旁边建起一座小型养鸡场，
并购入500只鸡苗。3年来，丁国珍每
天起早贪黑制料、喂食、捡拾鸡蛋、清
洁鸡场。慢慢地，她的生意越来越

好，养鸡场规模逐渐扩大，土鸡的数
量由 500 只增长到 1000 余只。“这多
亏了党的好政策，给俺家带来的幸
福。”丁国珍激动地说。

最近，鸡肉、鸡蛋行情一直不
错。面对良好的市场前景，丁国珍琢
磨着扩大养殖规模，但受饲料价格上
涨等因素影响，她在资金方面遇到了
困难。

村、镇扶贫干部了解到丁国珍的
想法和困难后，第一时间送来了脱贫

人口小额信贷政策：这是一款专门为
脱贫人群量身定制的贷款产品，可为
脱贫户提供5万元免抵押、免担保、无
利息信用贷款。目前，丁国珍已经顺
利拿到了5万元贷款。

“这 5 万元贷款真是‘及时雨’。
我想再进4000只鸡苗，安装自动化的
养殖设备。养殖场改造好以后，我打
算让村里其他脱贫户来上班，大家一
起加油干，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丁
国珍对未来充满憧憬。

小鸡“啄开”幸福门

■ 刘桐 郭洪广

3月30日，走进高唐县固河镇崔堂
村崔农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基
地，掀开大棚门帘，一股热浪扑面而
来，只见棚内绿意盎然，一片片绿油油
的秧苗整齐地排列在苗盘里，甘蓝、有
机菜花、西瓜等果蔬苗长势正旺。村
民们有的忙着掐心、整苗、接苗，有的
忙着为晾晒过的瓜苗盖膜。菜农抢抓
农时进行育苗管护，呈现出一派繁忙
景象。

“眼下，正是瓜果蔬菜育苗的好时
节，这 3 栋大棚培育了甘蓝、有机菜
花、西瓜、茄子等秧苗。今天早上，一
个山西的客户拉走了20万株秧苗，现

在 大 棚 里 的 秧 苗 已 经 全 部 预 订 完
了。”崔农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赵志丹正在棚室内察看苗情，忙得
不亦乐乎。

据了解，崔农蔬菜种植专业合作
社投资200万元建起了3座育苗棚、10
座瓜菜大棚，占地面积 20 亩，于 2017
年建成投入使用，专门用于种植四季
蔬菜。“瓜菜也要从‘娃娃’抓起，高质
量农业离不开高质量的种苗。”赵志丹
说，过去镇上的瓜菜生产和育苗基本
以露天种植为主，生产设施简陋，抗击
自然灾害的能力低，导致育苗时间长、
育苗成本高、育苗质量低。自从育苗
基地建成后，改变了以往一家一户的
育苗方式，提高了育苗质量，降低了育

苗成本，化解了育苗风险，促进了瓜菜

产业链条的细化和延伸，同时，还带动

了附近30多名村民就业增收。“俺在合

作社务工已经 3 年了，整地、铺膜、育

苗、收菜、除草这些活都干，按时领工

资，合作社离家近，平常还能顾家。”崔

堂村村民杨丽华说。

“近段时间是用苗高峰期，买苗农

户络绎不绝，为了保证送到农户手中

的是健康无公害秧苗，大棚里每株秧

苗的生长状况、管理情况，我每天都

要查看。”赵志丹介绍，为全力满足客

户的用苗需求，合作社从今年年初已

全面铺开春季育苗工作。“这些秧苗

走的是‘订单式’销售模式，3 个育苗

棚，一年可以育苗四茬，供应河北、山

西、福建等地的菜农。去年培育了

350 万株秧苗，利润达到了 60 万元。”

赵志丹说。

“有了这13座温室大棚作示范，不

少乡亲也转变种植结构开始建大棚，

干起蔬菜种植的营生，我们的致富路

越走越宽了。”赵志丹打算下一步继续

发展订单农业，通过建设集约化、工厂

化的育苗基地，推动蔬菜瓜果育苗专

业化、规模化生产，在节约人工成本的

同时，提高育苗速度、成活率和品质，

助力更多农户获取优质秧苗，从而达

到增产增收的目的。

大棚育出“致富苗”

■ 陈飞 刘小希

转眼已是4月上旬，东昌府区韩集镇石海子村的一座大棚
内，甜瓜缀满其间，个个胖嘟嘟、圆滚滚。看着满棚的甜瓜，石传
凯满眼笑意：“等到5月份，咱这瓜就熟透了，吃起来保脆保甜！”

石传凯是该村的一名村民，他家的4座大棚里，有2座种着
甜瓜，2座种着葡萄，同时间作种植豆角。“去年，俺家的‘博洋9
号’甜瓜价格不错，今年也接着种这个品种，还跟电商平台签了
订单。”说到这，石传凯的语气充满自豪。

石传凯家大棚的收益情况也得到了乡邻的称赞，不过大伙
更佩服的是他对这份“甜蜜事业”的那一股子认真劲儿。

石传凯文化程度不高，以前为了谋生计，常年在外打工，但
这些年，考虑到家里情况，石传凯下定决心回村，一边照顾家里
的老人和孩子，一边管好自家大棚。返乡创业并没他想得那样
困难。回家种大棚的第一年，石传凯一算账，高兴极了：“咱种
大棚的收入可不比在外头打工少！”

眼看着腰包渐渐鼓了起来，家里人拍手称赞，石传凯的干
劲也更足了。镇里一组织农民培训和现场观摩，石传凯必定报
名，而且每次都看得认真，学得仔细。他说：“我虽然是一名普
通农民，但也要与时俱进，相信用科学的方法管理大棚一定能
带来更多收益。”

在学习过程中，石传凯的大棚种植技术不断提高。在寿
光学习参观后，他学到了别人的先进经验，回来后也想着提升
改造给自家大棚。但是，哪里有钱搞这样一个大工程呢？正
当石传凯犯愁的时候，韩集镇政府工作人员把惠民政策送上
了门。

“这段时间，镇上、村里一直宣传‘齐鲁富民贷’，我听了之
后就想着能不能给大棚改造申请资金。”为了这件事，石传凯
翻来覆去想了好几天，但仍犹豫不决。了解到他的情况后，镇
上的工作人员主动向他解释相关政策，并协助他填好申请表。看着申请表交了
上去，石传凯心情激动地说：“眼看着这‘甜蜜事业’前景越来越好了！”

石传凯返乡创业的经历是韩集镇农民依托农业产业致富的一个缩影。该镇
坚持以产业振兴助力乡村振兴，持续加快辖区内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确保农业
稳产增产、农民稳步增收、农村稳定安宁。如今，全镇村民生活“节节高”，越来越
多村民和石传凯一样，干起了自己的“甜蜜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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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魏晨阳）“这项行动可
解了我们居民的心病！”3月29日，东昌
府区广平镇油坊社区书记刘大伟说。
刘大伟提到的“行动”指的是广平镇在
近期大力开展的弱电线路整治专项行
动。

连日来，广平镇以打造美丽宜居
乡村为目标，全面开展人居环境整治
提升工作，累计清理村庄生活建筑垃
圾480吨、清理村内坑塘68处、平整空
闲地26亩，改变了以往“脏乱差”的面
貌，让乡村重现洁净之美，但混乱散落
的“蜘蛛网”仍是该镇很多村庄的“顽

疾”。
为解决这一问题，广平镇决定开

展此次专项行动。2月上旬，该镇启动
村级摸底工作，掌握各村存在弱电线
路杂、乱、裸露、垂落线头等问题的底
数。镇环卫所积极与有关部门单位对
接协调，对照各村上报的情况共同协
商制定实施方案，各部门同步协作，提
高效率。此外，广平镇以线缆整齐有
序为目标，通过清理乱线、更换老旧废
弃线路等方式，达到强弱分设、平整对
称、捆扎均匀、标识清晰、牢固安全、美
观协调的标准。

广平镇

弱电线路整治还村民清朗天空

本报讯（通讯员 马永霞）“小胡
同里没有路灯，群众夜晚出行不方便、
也不安全，希望大街小巷都能通上路
灯，让夜间回家的群众感受到温暖，让
晚饭后跳广场舞的妇女在灯光下健
身，这是全村老百姓的心愿。”3 月 30
日，临清市松林镇西丁村村民张梦波
在参加“党员夜会”时说。

西丁村位于临清市东南角，村里
有3条主干道，53条小胡同，以前在主
干道都安装了路灯，但小胡同里没有
路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这次想
实现各村路灯的全覆盖，现有的村级
集体收入有限，最好以‘村民自愿捐
款+村集体出资’的形式进行。”“对，用
捐款的形式还能体现党员的模范带头
作用，拉近党员与群众的关系。”当天
的“党员夜会”上，松林镇26个村党支
部书记你一言、我一语，围绕群众关心
的急事、难事、揪心事开展交流和讨
论。

“我们把‘党员夜会’作为开展‘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创新载
体，听百姓事，解百姓困。”松林镇党
委副书记周正圆说，“我们在微信公
众号发布了《关于号召民营企业家参
与“党员一盏灯、企业一份情”活动的
倡议书》，刚刚发出 1 个小时，山东腾
工轴承有限公司的党支部书记王彦章
就联系到我，想为家乡添‘明亮’，并
定向认领了亢庙村 100 盏路灯的安装
任务。”

倡议书发布后，松林镇全体党员、
入党积极分子、驻村干部、第一书记、
乡贤人士、村内创业青年、“两新”党支
部党员主动捐款，目前已获赠路灯
2000 余盏。“村里亮起来，心里更亮堂
了。”段郝庄村村民段治友坐在宽敞又
明亮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和邻居聊
着家常。

如今，临清市松林镇的“党员夜
会”已逐渐成为以组织振兴引领乡村
振兴的“加油站”，为乡村振兴注入新
动能。

松林镇

“党员夜会”点亮百姓“心灯”

▲杨桂芹帮村民打理黄瓜

■文/图 本报记者 王军豪

3月30日下午，杨桂芹正在村里
的麦田指导村民灌溉，一名村民骑着
电动车停到她身边：“杨书记，有件事
你得帮俺管管。”

“啥事呀？”杨桂芹赶紧放下手里
的活儿问道。

“前些年给人家
干工程活儿，工程款
到现在都没给。”

“有欠条吗？”
“有。”
“放心，我找法律

顾问，一定帮你把钱
要回来。”

杨桂芹是东阿县
姚寨镇蔡楼村网格党
支部书记，像上面这
样的对话，几乎每天
都在发生。村民有事

都愿意找她，村民李西良说：“她是我
们的贴心人。”

除了网格党支部书记，杨桂芹还
是市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作为一
名基层党代表，杨桂芹说自己感到很
荣幸，同时也感到肩上的担子沉甸甸
的。党代会上发言时，杨桂芹不仅介
绍了村子的发展历程，也介绍了今后
的打算。党代会结束后，杨桂芹第一

时间召开支委会，传达了会议精神。
蔡楼村有村民 400 余人，村子不

算大。这个小村庄，在杨桂芹的带领
下，村容村貌焕然一新，邻里之间和
睦相处，产业发展势头良好，成了姚
寨镇的一个亮点。去年，通过“三资”
清理，蔡楼村清理荒地10余亩，让村
集体增收万余元。为提升村居人居
环境，去年，蔡楼村出动机械20余台
次、人工70余人次，对村内环境进行
彻底整治，大街小巷整洁有序。

蔡楼村种大棚黄瓜的历史将近
30年，发展到现在，已经有大棚50多
座。“这些大棚，承载着村民的希望。”
杨桂芹说。虽然种大棚的时间很长，
但聊起自家的大棚，李西良却高兴不
起来：“价格咱说了不算，得听别人
的。”李西良说的“别人”，指的是菜贩
子。由于蔡楼村没有蔬菜交易市场，
村民只能将黄瓜卖给菜贩子。“我们
把黄瓜送到菜贩子那里，三四天之
后，菜贩子把黄瓜卖完了才给说价

格，而价格往往比市场价低很多，菜
款拖得时间更长。”李西良说。虽然
卖菜难，但李西良依然决定继续种大
棚，因为他们村的蔬菜交易市场就要
建好了。

杨桂芹上任后，第一个关注点就
是村里的蔬菜产业。她带着村民去潍
坊考察学习后，决定要改变传统的发
展模式。“村民卖菜处处受制于人，我
们必须改变这种状况。”杨桂芹说。在
党支部的引领下，村里成立了半亩方
塘农业专业合作社，并决定建设蔬菜
交易市场。为了建设蔬菜交易市场，
杨桂芹已经垫资10余万元。“现在，市
场主体框架已经建好，等库房建好就
可以投入使用了。”杨桂芹说。

杨桂芹目光长远，等市场建好
后，她准备带领村民发展电商，实现
品牌化、规模化运作。“在党的带领
下，我要让村民的腰包更鼓，笑容
更灿烂。”杨桂芹说。

“我要让村民的腰包更鼓”

花开引来养蜂人

4 月 4日，在冠县兰沃
乡韩路村，来自河南开封的
养蜂人郑根贤打开蜂箱查
看采蜜情况。近日，韩路村
的梨花竞相绽放，迎来盛花
期，吸引了养蜂人的到来。
今年60岁的养蜂人郑根贤
从事养蜂业多年，哪个地方
花开了就到哪个地方去。
每年春季，聊城处处繁花似
锦，宛如人间仙境，是郑根
贤必来的地方。

■本报记者 许金松

3月27日，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代表、高唐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杜立芝带领
工作室成员深入农业生产一线，为农村群众讲解急需的农技知识。高唐县充分发
挥党建引领作用，科学统筹，精心部署，让党旗在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一线
高高飘扬。 ■赵永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