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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图 本报记者 孙克锋

4月6日，东阿县姜楼镇“桃花源”
家庭农场春意盎然，15万株碧桃依次

盛开，72 个品种花季不同，将盛花期
从仲春延至暮春，描绘出一幅乡村振
兴的最美画卷。

农场内，不同品种和树龄的碧桃
分植于不同地块，将大地染成了五彩
方格。

盛开的桃花一簇簇开满枝头，红
的热烈，粉的娇羞，白的淡雅。一阵
风吹来，花瓣翩翩起舞，令人目不暇
接，淡淡清香在空中弥漫。

农场负责人张广生说：
“这是洒金碧桃，一花二色，
粉色花上洒有水粉或水红条
纹，花瓣为长卵形。”只见在
一片盛开的桃花林中，有些
桃花才展开两三片花瓣儿，
在青翠欲滴的绿叶映衬下，
显得鲜艳娇美；有的还是花
骨朵，看起来饱涨得马上要
破裂似的，蕴含着浓烈的春

天气息。
“这里有 72 个碧桃品种，是全国

品种最齐全的碧桃苗木基地，从花形
上分，有牡丹、玫瑰、月季、菊花等形
状；从树形上分，有直枝、垂枝、曲枝、
寿星、帚型等。”说起院内桃树的品
种，张广生如数家珍。

张广生与碧桃结缘于 2011 年。
最初，他经林业部门的朋友引荐进入
碧桃苗木领域。随着了解的深入，他
被碧桃的文化内涵和广阔市场前景
深深吸引。

“这些年，全国研究碧桃苗木有
影响力的科研院所和高校我几乎都
拜访过。有了苗木资源，我就流转土
地进行扩繁。现在有500多亩的种植
规模，种植不同规格的碧桃15万株。”
张广生说起创业史一语带过，但个中
辛苦只有他自己知道。

苗木的培育周期比较长，花季一

过，外行人不易看出其真实品相，因
此在苗木领域以次充好的现象时有
发生。不过，无论面临再大的利益诱
惑，张广生始终坚持一个原则——诚
实做人做事，不能贪图一时之利做违
背良心的事。

正因如此，张广生积累了大量的
客户资源，先后为北京植物园、大连
英歌石植物园、上海植物园、太原植
物园、郑州动物园、淮安桃花坞、南京
桃花景区、常州圩墩公园、雅安桃花
岛、湖南省森林公园等数10家国内知
名景区的桃花园建设提供苗木。

“还有很多生态园、大中院校、高
档住宅小区等都会栽植碧桃，聊城也
有很多地方用我培植的苗木，比如古
城区的县衙院内、聊城大学等。”张广
生说，更让他欣慰的是，这些年随着
桃花源基地规模的扩大，为附近越来
越多的村民带来了就业岗位。

“桃花源”里花正浓

■ 本 报 记 者 苑莘
本报通讯员 高洪俊
3月30日，记者看到，莘县柿子园

镇郑庄村一派生机盎然。该村沿舍王
路两侧的绿化带成了村集体增收的“聚
宝盆”，这里不仅种有西兰花等各类蔬
菜，还有射干、蒲公英等中草药。

过去两年，郑庄村流转土地 1100
余亩，积极探索发展林下经济。“2021
年春天，林地里种植的300余亩菠菜亩
均增收近3000元。我们与莘县首鲜蔬
菜签订的300亩西兰花合同，亩均增收
4000元。”郑庄村党支部书记张如松介
绍，郑庄村通建立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清理“三资”、发展林下经济、承包坑

塘，村集体经济收入逐年递增，2021年
收入近30万元，实现了从贫困村向先
进村的华丽转变。

从昔日的省定扶贫工作重点村，
到如今的集体年收入近30万元，林下
经济是郑庄村集体增收的一大创新。
种植大户陶广峰说：“种植的中草药包
括射干200亩、菊花300余亩、黄芪100
亩，9月份开始收获。其中射干每亩可
收籽 150 余斤，合同价格 35 斤/元，亩
均收入4500元。其它药材也实现了亩
均收入4000—5000元。”

林下经济并不是郑庄村集体收入
的全部，该村的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也
是亮点之一。过去的郑庄村党支部软

弱涣散，经过镇党委的安排部署，该村
顺利完成了村“两委”换届选举，配齐
了村“两委”班子。村党支部研究方
案，筹集资金60万元成立了郑庄村郑
兴农机合作社，采购各种农机设备，根
据村民反馈意见，完善土地托管方案，
多方联系农机农资供应商，集中采购
了四台大型收割机，有效降低了成本。

如今，合作社已经托管村内土地
1000亩，解放村民劳动力300余人。张
如松介绍，该村将积极争取村内基本
实现全部托管，村外拓展托管服务业
务，择机引导土地流转，进行规模化产
业结构调整，实现土地效益再增值，村
集体收入5万元以上。

该村成立了资产核查小组，对过
去10年的资产土地资源发包合同进行
清查，将历届村委遗留的争议问题交
由群众代表大会表决。对于不合理的
合同坚决废除，确保村集体资产不能
有一丝一毫的流失。通过清产核资，
摸清村级家底，共收回集体流失土地
206.22亩，涉及村集体收入17.9万元，
完善了承包合同12份。

“村集体收入是我们全体村民干
事创业的基础，也是我们为大家谋福
利的依仗。今明两年，我们将不断创
新，拓展集体增收渠道，让郑庄村人过
上好日子。”张如松表示。

郑庄村的集体增收经

本报讯（刘桐）“针对不同苗情
要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像这块地的
晚播麦苗要使用高氮复合肥，用上以
后能直接吸收。”3月10日，高唐县赵
寨子镇党代表工作站站长、农技员韩
金文在该镇倪堂村的一片田地里，一
边察看小麦长势，一边为村民讲解小
麦管理技术。

高唐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服
务推广团队、赵寨子镇韩金文农技志
愿服务队深入田间地头，按照“分类

管理、促控结合、综合施策”的原则，
开展了夺夏粮保丰收科技壮苗专项
行动。农技专家结合地块、苗情、墒
情等实际，因地施策，把脉会诊，开出
管理“良方”，授予管理“锦囊”，让农
民吃下了“定心丸”。

赵寨子镇组织农技人员分片区、
划区域，定村定户开展分类指导，通过
发放明白纸，制作发布小麦春季管理
技术视频等，全面指导提升辖区小麦
春季管理水平。

赵寨子镇

“科技壮苗”助力春管

本报讯（记者 夏旭光）“我们
小区绿植覆盖面积小，就向物业公司
提出增加绿化面积建议。建议在‘红
心议事会’上高票通过后，物业公司
投入18000元对小区绿地进行补苗。
不到一周时间，小区的花草苗木就增
加了2万多株。”4月5日，临清市新华
路街道东兴花园业主朱保红说。

新华路街道把东兴花园列入“红
色物业”治理体系，组建了由 52 名

“红心联络员”组成的服务队。服务
队与物业公司、业委会一起，通过建
立楼栋微信交流群等方式，把小区居

民对生活服务、物业服务、社区治理
等方面的建议收集起来，上报到物业
公司进行处理，而疑难杂症等问题就
交“红心议事会”协商解决。

元仓社区书记韩兴旺指着旁边
的下水道口说：“这个下水道口就是
居民提出意见，由物业公司和服务队
一起增建的。还有的业主建议提升
小区的照明度，于是由物业公司出资
2600 元，更换了户外公共照明 LED
灯管130余个，更换了楼内照明灯泡
300多个。”

新华路街道

“红色物业”服务群众零距离

本报讯（通讯员 付立斌）“平
时自己能独自吃饭吗？”“可以扶着东
西站起来吗？”“这样有知觉吗？”4月
1日，临清市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
段治洲与临清市人民医院的骨科医
生一起，前往潘庄镇、康庄镇、老赵庄
镇开展蹲点调研。他们把蹲点调研
与上门办证结合起来，免费为当地残
疾人提供肢体残疾上门鉴定服务，让
残疾人不出家门就能方便快速地完
成等级鉴定。

在上门服务过程中，临清市残联
走访鉴定对象30户。他们首批走访
的是距离市区较远的潘庄镇、康庄

镇、老赵庄镇等。调研过程中，每到
一处，段治洲及评残医生都仔细查阅
评残对象病历等相关材料，详细了解
他们的基础信息、家庭经济状况、就
业及保障情况，同时，积极开展残疾
人惠民政策的宣传和解读工作，鼓励
评残对象建立信心，用积极的态度面
对生活。

临清市残联积极响应政府号召，
对接各镇街与相关医院，实行就近领
表、定期鉴定、上门鉴定、预约办证等
各项措施，大大方便了临清市评残对
象办理残疾证，使他们及时享受应有
的待遇。

临清市残联

蹲点调研解民忧

4月3日，冠县兰沃乡果农正忙着采摘梨花，收集花粉，为接下来的人工授粉做准备。时下正值盛花期，我市各地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给梨花授粉，为提高果实品
质、丰产增收打好基础。 ■ 商景豪 温新宇

本报讯（记者 林晨）4月6日上
午10时，在茌平区胡屯镇胡屯工业园
内，海润汽车零部件公司保管员邹国
芳正忙着查验产品。“在家门口上班，
挣得不比在外边少。”邹国芳说，相比
原来外出打零工，在这里上班很稳
定，也可以照顾家庭。

邹国芳之所以能在家门口就业，得
益于胡屯新村党委于去年下半年成立
的聊城功成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今年2
月，邹国芳将个人信息登记到该公司，
不久，便成功找到合适的工作。

近年来，胡屯镇、村两级党委通过
招商引资，吸引了20余家规模以上企
业落户工业园区。随着规模的扩大，
各企业用工需求也越来越大，但由于
企业对村民素质不了解，在招工中遇
到了一些困难。同时，镇党委相关负
责人在调研中发现，各村存在一些富
余劳动力和想返乡就业的外出务工人
员。

如何打造企业和村民的沟通桥
梁，成为镇、村两级党委亟待解决的
问题。“我们在镇党委政府的协调下，

成立了人力资源服务公司，一方面能
让群众就近就业，另一方面让企业就
近招到所需人才。”胡屯新村党委书
记、聊城功成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负责
人齐以国告诉记者。

公司不向企业和村民收取任何中
介费用。之所以这样，齐以国说，只有
让村民和企业都满意，大家才能共同
把胡屯新村建设得更好。去年，胡屯
新村集体收入超过90万元。

此外，胡屯新村党委和聊城功成
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还共同推出了微

信公众号，镇上及外地企业都可以在
这里推送招聘信息。目前，已有近20
家企业在公众号发布了招聘信息，总
阅读量超10000人次。

“现在，通过人力资源服务公司，
全镇在家门口找到工作的村民已超
过 3000 人。我们会和镇上的各规上
企业加强合作，由我们为企业提供人
力资源信息，企业根据发展实际增加
就业岗位，并为村民提供专业的技能
培训，最终，企业、村民、村集体三方
都能受益。”齐以国说。

找工作不花钱

胡屯镇办起公益人力资源公司

本报讯（记者 王军豪） 4月1日，东阿县陈集镇纪委
书记李祥与工作人员孙亚新、张星玉一起，到镇政府驻地沿
街门店就疫情防控情况进行重点监督。天祥超市、玉林大
药房……监督过程中，李祥一行随机抽取门店，就重点场所
消杀情况、经营过程中扫码登记情况，特别是药店“哨所”作
用发挥情况等进行了针对性的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
题，李祥一行及时反馈给门店帮包责任人。

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
刻不容缓。陈集镇纪委进一步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力度，重
点严明三方面职责：全体党员干部带头落实疫情防控工作
职责，村级党支部贯彻落实疫情防控要求职责，纪检监察机
关紧盯疫情防控落实薄弱环节履行监督职责。该镇通过落
实疫情防控职责，确保令行禁止、政令畅通，织密织牢疫情
防控网。

陈集镇纪委定期进村入店督查疫情防控落实情况。在
监督检查过程中，该镇纪委主要采取随机式、询问式、突击式
等检查方式，不下通知、不打招呼、不定路线，重点督查村级
值守岗、门店等重点场所防疫措施落实情况；对各村在外来
人员排查、重点人员管控、公共场所消杀、防疫物资储备等关
键环节存在的形式主义、麻痹思想进行重点监督，从而确保
靠前督查、精准督查、有效督查。

3月30日，李祥一行深入辖区张楼村、陈店村等6个村
庄，对疫情防控值守岗值班情况、外来人员摸排情况、重点
人员管控情况进行了重点检查。3月份以来，陈集镇纪委
对各村防疫关键环节进行重点监督，对督查中发现的问题，
督促各村及时整改。陈集镇纪委持续释放疫情防控纪律

“高压电”，形成“失责必问、问责必严”的高压态势；精准运
用“四种形态”整治疫情防控不严不实作风问题，最大限度
地提振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担当作为的精气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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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源桃花源””农场负责人农场负责人
张广生在察看碧桃张广生在察看碧桃。。

4月10日，在茌平区洪官屯镇耿茂林村，农技专家正在对丰信农业有限公司
托管的麦田进行技术指导。连日来，当地农业部门组织农技专家，走进田间地头
对农业生产托管机构进行面对面技术指导，并对春管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提出科
学有效的管理措施。 ■ 马宏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