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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苑莘

一辆辆电动三轮车陆续驶来，过
磅、卸货、再过磅、算账……3月29日
上午 10 时，莘县燕店镇西孙庄村西
头，马颊河边的香瓜市场虽然不大，
但人气很旺。

一进市场，几辆三轮车在地磅前
排着队。每当三轮车上磅后，司机就
下车前往旁边的小屋里查看地磅示
数。这些司机中就有西孙庄村的香
瓜种植户魏瑞锋。“瑞锋，今天拉来几
车？”“这两辆三轮车里是俺家的瓜。
不多说了，我得抓紧卸瓜。”瞄了一眼

地磅上显示的数字“1357”，魏瑞锋没
有和市场管理人员魏义锋多寒暄，扭
头就进了市场的卸货区。

“你家的瓜不孬，不光个头大，且
挺均匀，甜度也不错。1市斤给你6.3
元！”魏瑞锋从三轮车上卸下当地有
名的“博洋 61”香瓜。魏义锋开出了
当天上午的最高价，每市斤 6.3 元。

“瑞锋家两辆三轮车，去除车重，香瓜
应该能有1500多公斤。按每市斤6.3
元的价格，今天的瓜能卖2万元。”魏
义锋向记者算了一笔账。

听到这样的话，魏瑞锋和帮他卸
瓜的邻居丝毫没有惊讶。在他们看

来，这已经是稀松平常的事。“这是俺

家头茬瓜的最后一座棚，再有 20 多

天，二茬瓜又该下来了。”魏瑞锋一边

忙碌着卸瓜，一边介绍说。魏瑞锋有

4 座香瓜大棚，面积有大有小。他算

了算，今年第一茬香瓜卖了大约有10

万元钱。

“头茬瓜下来有几天了，所以最

近这段时间特别忙。卖瓜的钱来不

及结算，所以每周二统一结算。正好

今天是结算的日子。”魏义锋的妻子

手拿着账本忙碌地计算着账款，“瑞

锋今天收了2万元瓜款，艳超收了2.5

万元，这都不算多。前两天有户人家
几座棚同时收获，当天就摘了 6000
多公斤瓜，能卖8万多元。”到了香瓜
收获的季节，每到周二，魏义锋少说
也要拿出 100 多万元给周边村庄的
瓜农结算。这样的日子要持续约 3
个月。

虽然每年能收 250 万公斤香瓜，
但这个市场在燕店镇并不算大，甚至
在西孙庄村也算不上最大的。“每个
村都有好几个市场，其中燕店村就有
17个，全镇有香瓜市场100多个。”镇
干部蒋凤丽介绍说。

西孙庄村香瓜交易忙

■ 梁丽姣

3月31日上午，东阿县鱼山镇小店
子村的西瓜大棚内，一根根藤蔓缠绕
在细绳上，细绳的上端与一根根铁丝
相连。在细绳的牵引下，藤蔓正铆足
了劲向上生长着。每根藤蔓上都坠着
三两个圆滚滚的西瓜。西瓜的末端，
挂着白色、粉色、蓝色、绿色等不同颜
色的小卡片。整个西瓜棚内一片生机
盎然。

此时，西瓜大棚的负责人于高吉
正在1号棚里忙着修剪叶杈。于高吉
是种西瓜的“行家里手”，2020年10月，
在朋友的感召下，于高吉从潍坊老家
驱车来到小店子村考察，并带回去了
一抔土，检测土壤的酸碱度和有机质。

于高吉从 2007 年开始种植西瓜，
有15年西瓜种植经验。“按照传统的种
植方式，西瓜的藤蔓都是在地上，不便
于管理，空间利用率低。在大棚里实
施立体化种植，一亩地能多种1000多
株，产量自然就上去了，一个西瓜最多
能长5斤，行情好的时候，一个西瓜就
能卖30多元钱。”于高吉告诉记者。

“西瓜对土壤环境和水质的要求
都比较高，鱼山镇的水质好，适合西瓜
生长，土壤酸碱度也合适。”于高吉
说。综合考量之后，2020年，于高吉在
小店子村承包了8座扶贫大棚，自己育
苗，试种了12亩西瓜，长势良好。

“第一茬西瓜4月底就能成熟，价
格比较高，第二茬西瓜相隔1个月。我
一共能收三茬西瓜，收完西瓜，还能在

休棚期种上蔬菜，一座棚一年能收入6
万余元。”于高吉说。

2021年4月底，西瓜成熟，红瓤薄
皮。采摘时，附近村民慕名前来品尝，
都不由得竖起大拇指：“真甜！”良好的
收益给了于高吉很大信心，2021 年10
月，他又承包了12座大棚。然后，他把
父母妻儿从潍坊老家接到东阿县，在
他的带动下，小小的西瓜也在鱼山镇
扎下了根。“种植的规模大了就形成了
市场，来收购的客户才会多。只要有
村民想种西瓜，我会毫无保留地传授
种植技术，带领大家一起致富。”在于
高吉的带动下，附近有七八户村民种
了西瓜。

“去年看这西瓜长得又好又甜，还
给提供瓜苗和种植技术，销路也不用

愁，省心得很。”2021年10月，小店子村
村民张云埔将自己 1.8 亩的拱棚都种
上了西瓜，虽然已经76岁，但说起西瓜
来，他仍干劲十足。

于高吉不仅带动了附近村民种植
西瓜，为十几个村民提供了就业岗
位。小店子村村民曲俊英就是其中一
位。“早上8点多来棚里干活，一天8个
小时，冬天棚里暖和，干活也不累，一
个月能领4000多元钱，在这干活心里
很舒畅。”曲俊英笑着说。

“小西瓜市场需求量大，今年计划
创办一个电商公司，收购种植户手中
的西瓜，在田间地头销售产品，让西瓜
走向全国各地。”于高吉谈起下一步发
展计划时说。

小店子村西瓜产业初长成

本报讯（通讯员 乔园） 3 月 25
日，走进阳谷县李台镇武堤口村委
会办公室，墙上“请党放心，强国有
我”几个大字十分醒目，“学习强国”
先进标兵及下面的小红旗十分鲜艳。

张忠国是一名“90后”选调生，作
为武堤口村党支部书记助理，他每天
早晨6时就伴随着“学习强国”学习提
醒铃起床，然后在村党员群里发送工
作提醒，提醒全村党员打开“学习强
国”App学习。在他的号召下，武堤口
村每周一都会召开“学习强国”总结

会，党员总结上周学习心得及相关意
见建议。一开始，很多党员不理解，
感觉很麻烦，但随着从“学习强国”中
汲取的知识越来越多，他们都喜欢上
了这项学习活动。

关春梅是武堤口村的一名村干
部，她既是妇联主席又是村委委员。
她再忙也会坚持学习“学习强国”，因
此她的成绩始终在村里名列前茅，流
动红旗在她的名字下面一直稳稳地
张贴着。

李台镇

抓好“学习强国”平台学习

■ 本报通讯员 孙洪萌

3月30日，高唐县尹集镇武花园
村村民正在采摘香甜的“花园黄
瓜”。漫步这里，两横三纵的主干路
笔直平坦，路两旁整齐有序地建设了
红石围栏，栽种了樱花、白蜡等观赏
树木，远远望去就像一个“花园”。

武花园村的变化得益于2021 年
实施的山东省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
建设项目。尹集镇副镇长王如平说：

“我们着重对武花园村进行了净化、
硬化、绿化、亮化、美化‘五化’提升，
村内主干道铺设雨水管道1700米，安
装路灯80盏，胡同全部进行硬化，庭
院和村庄四周种植观赏树木6000余
棵，墙绘、手绘1万余平方米，修建了
村史馆。”

“广场所在的地方以前是个废弃
坑塘，四周村民习惯往里倒垃圾，一
到夏天，苍蝇乱飞。如今，这里成为
村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这几年，村
里环境越来越好，村民幸福指数不断
提升。”站在刚修建好的特色广场上，
武花园村党支部书记闵祥峰感慨颇
多，“以前村民都盼着住楼房，现在都
精心布置自家庭院，有的甚至改造了
中式仿古门楼，‘村美家美心里美’已
经成为村民们的生活日常。”

随着环境的改变，村内产业也有
了新发展，不少年轻人返乡创业，装
饰生产加工企业、鱼塘养殖项目为乡
村振兴打下基础。该村还成立了春
秋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建起了大棚
蔬菜种植基地，已有标准棚70余座，

“花园黄瓜”品牌得到广泛认可。

武花园村蝶变记

本报讯（刘小希）“新一期培训
直播即将开始，大家点击链接即可观
看！”4 月 5 日，东昌府区广平镇农业
技术站站长李金虎在该镇农业信息
宣传微信群里发布了一条通知。

随后，一条接一条的回复在群里
弹了出来：“支持”“正在收看直播”

“这期培训举办得很及时”……
大家纷纷点赞的这期培训，是由

省农业农村厅开展的全省大豆玉米
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网络培训。

眼下正值春耕生产关键时期，广
平镇积极向农技等部门负责人及各
村负责人、种粮大户推送近期国家、
省级部门开展的农业技术培训视频
及直播链接，同时利用微信群聊进行

辅助讲解，做好农技下乡工作。
“这一期培训里，专家围绕大豆

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栽培、植保等关键
生产技术进行专题讲解，使我们对大
豆玉米兼容发展模式的认识更加深
刻。我们会继续加强技术集成，加快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本土化、
熟化进程。”李金虎说。

“村里人以前常说，大豆和玉米
是互相争地的‘冤家’，种玉米就会使
大豆减产、种大豆就会让玉米减产，
但是看了这期讲解，我才明白大豆玉
米种在同一块田里也能做到鱼与熊
掌兼得。”广平镇李海子村村民左东
长说，“这样的培训，动动手指就能
看，既方便，又专业，还接地气！”

广平镇

“云端”培训为农技下乡添活力

■ 本报通讯员 尹琦

“全体村民注意了，今天有两件事
情：第一件是还没有接种第三针新冠
疫苗的村民，抓紧去卫生院接种疫苗；
第二件是咱们上周开‘党员夜会’的时
候，有个安装路灯的活动，想为村里作
点儿贡献的村民来村委会捐款。”4月5
日一大早，临清市八岔路镇西艾寨村
广播大喇叭里传来了网格党支部书记
汪秀华的声音。吃过早饭，她又来到

村委会，开始和村干部商量安排一天
的工作。

作为网格党支部书记，汪秀华每
天总是这样忙碌。

为了搞好人居环境整治，汪秀华
带领着党员干部、巾帼志愿者和保洁
员，以身作则，打扫卫生、清理垃圾。

乡村要振兴，最基础的是稳粮保
供。当前正值春季田间管理关键期，
汪秀华经常来到村北麦田里，察看麦
苗长势，指导村民进行镇压划锄，喷药

防病。她还和村干部调用挖掘机清理
河道，全力保障春灌有序进行。

脱贫群众谁家有困难，汪秀华一
清二楚。汪秀华走访群众，经常与脱
贫户拉家常：“最近身体怎么样，有什
么困难及时跟我说。”“汪书记对待脱
贫群众就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谁
家有困难，她都会第一时间帮忙。”村
民们这样评价汪秀华。

汪秀华召集党员、青年志愿者和
在外工作人员商讨工作，征求意见。

她带领网格员、志愿者等组成“护灯”
志愿队伍，进行安全用电巡查和隐患
排查工作。

汪秀华说：“西艾寨村共有270户、
1033人，其中党员27人，享受政策脱贫
户15户。作为一名村党支部书记，我
深知身上的责任有多大，既要了解群
众的需求，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巩
固好脱贫成果，避免出现规模返贫，又
要带领大家探索适合本村的致富路，
实现乡村振兴。”

网格书记汪秀华

4月2日，在临清市金郝庄镇海泰生态农业园，农业专家刘琳琳（右）正在向工作人员传授葡萄管
理技术。海泰生态农业园自主培育葡萄新品种“海泰”1号，比普通葡萄品种提前2个月上市，亩产
1700公斤。他们与德百集团等大型连锁超市对接，葡萄每公斤价格30元以上。■本报记者 朱玉东

葡萄新品种
丰产销售忙

4月2日，临清市畜牧兽医服务中心技术人员在临清市润林牧业有限公司湖
羊养殖基地检查湖羊生长情况。该公司建有标准化羊舍70栋，存栏种羊5.6万
只，种羊远销新疆、内蒙、甘肃等地，是山东省第一个通过国家评估验收的非免疫
无布鲁氏菌病小区。 ■ 赵玉国 许兆艳

本报讯（记者 夏旭光）“我是
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关键时候挺
身而出是我的责任，只要疫情不退，
我就会坚守在防疫一线。”4 月 6 日，
在临清市新华路街道的核酸检测现
场，身穿白色防护服的刘玉荣对记者
说。

在新华路街道党工委的倡议下，
42名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积极响
应号召，活跃在疫情防控的各个环
节，志愿者们不畏风险，亮身份、作表
率，他们的身影出现在秩序维护、检
测体温，以及疫情防控流调工作、全
民核酸检测动员等各项服务中。

在葡香园检测点检测现场，街道
疫情防控专班组长洪亮说：“这些新
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不分昼夜、分工
协作、精准高效地组织居民群众进行
核酸检测，引导居民全程佩戴口罩、
严格按照‘一米线’排队、保持安全距
离、有序登记、迅速采样、快速离开
等，让整个检测过程井然有序。”

这些志愿者除了出现在各个核
酸检测采样点以外，还通过微信群、
大喇叭、入村户等方式，广泛宣传检
测时间、检测地点、注意事项、信息登
记等，营造“全员知晓、全员参与”的
良好氛围。

新华路街道

防疫一线闪耀“志愿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