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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尹腾淑

“摘桃时一定要选个大的和金黄透红的，这样的口感比较
好，小的不要摘……”4月13日，冠县东古城镇李才村大棚油桃
陆续成熟上市。村民孙文杰正在自家大棚内跟工人们讲解油
桃采摘的注意事项。大棚里一棵棵一米多高的油桃树整齐排
列，红彤彤的油桃挂满枝头，在桃叶的映衬下鲜艳饱满。

孙文杰是一名退役军人，回到家乡后开始种植大棚油桃。
部队锤炼了他吃苦耐劳、朴实能干的品质。他一步步将油桃大
棚从1座发展到目前的4座。去年底，孙文杰准备扩大种植规
模，新建一座占地4亩的油桃大棚，加上原来的大棚也要更换钢
管及棉被，需要投入一笔资金。

“资金就是最大的‘拦路虎’”。正在孙文杰为难之际，润昌
农商银行东古城支行金融服务队来到村里走访调研。了解到
了他的困境后，金融服务队随即为其匹配了信贷产品，不到1天
的时间就完成了 20 万元授信业务，为他建设大棚送来“及时
雨”。

近年来，润昌农商银行以支持特色种养业、助力打造“一村
一品”的特色产业发展为出发点，大力推进无感授信，构筑“线
下走访+线上办贷”的立体化金融服务体系。该行选派一批“懂
农村、亲农民、精业务、肯担当”的金融先锋，走访调研，问需于
民，全力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目前，该行已对李才村、
大曲村等 15 个水果种植示范村进行了整村授信，累计授信
1006户、金额1.22亿元。

“通过手机银行就能放款，随用随贷，非常适合我们这些大
棚种植户。今年的收成也不错，这几天每座棚每天采摘油桃
3000斤，以目前每斤5元钱计算，这20亩大棚平均产量在5万斤左右，一年可收入
20余万元。”孙文杰高兴地算起了丰收账。

一走进李才村的田间地头，就可以看到路边上村民们忙着收获的场景。由于
色泽鲜亮、味道香甜、口感脆嫩，李才村油桃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

油桃映红了农民的甜蜜幸福路，李才村走出了特色增收致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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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3日，在阳谷县博济侨街道谭庄村党支部领办的地瓜种植示范基地，村民在给刚种植的地瓜苗覆盖地膜。近年来，该街道引导农民发展有
机“富硒”地瓜种植，形成集种苗繁育、种植、粉条粉皮加工、销售为一体的产业链，促进了农民增收。 ■ 陈清林 王一鸣

本报讯（通讯员 王文霄 吴晶
晶） 进入4月份以来，临清市松林镇
组织开展了古典家具文化进课堂活
动，邀请临清市人大代表、巾帼志愿
者、古典家具文化传承人史晓雨走进
松林镇中心小学，为孩子们讲授古典
家具文化课。

课堂上，史晓雨向孩子们介绍了
家具文化的历史渊源、木质家具的制
作流程、古典家具的奥秘和魅力等。

她说：“传统木质家具的选材、雕花、
烤漆，都有很深的学问，其中体现了
先人的智慧，蕴含着浓郁的中国传统
文化。”教室里不时响起掌声，孩子们
纷纷为史老师幽默风趣、精彩纷呈的
讲授风格点赞。该校一些教师表示，
本次活动丰富了孩子们对传统文化
的认识，开拓了孩子们的视野，为孩
子们带来了快乐。

松林镇

古典家具文化进课堂

■ 梁丽姣 张晓宇

石榴树抽出嫩绿的枝芽，一簇簇
油菜花在微风吹拂下摇曳着纤柔的身
姿，三两个居民扛着锄头、举着铁锨，
在房前屋后的空地上翻地，清理着碎
瓦片，施上农家肥。如今，东阿县鱼山
镇前曲村的乡村面貌焕然一新，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村里没人住的荒宅终于被拆除
了，还种上了石榴树。我承包了1.5亩
地，松松土、施上肥，再种些蔬菜，心里
比之前敞亮多了。”4月13日，前曲村村
民李瑞海兴奋地说。

但是，去年的前曲村还是另外一

番景象——到处是年久失修的土房、
砖瓦房，这些荒宅大多有裂缝，房顶上
杂草丛生，破败不堪，严重影响了村容
村貌。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
居乡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
任务。“之前想了很多办法，费了很多
口舌，可村民都不愿意拆。”这些残垣
断壁，让前曲村党支部书记曲建胜伤
透了脑筋。

今年，前曲村开展残垣断壁清尾
工作，对影响乡村“颜值”的残垣断壁、
荒宅荒片进行集中清理，全面提升村
居环境。

“精确丈量每一户荒宅的面积，如

果以后拆迁或者建设新村，按照拆除
的荒宅面积进行等面积置换或赔偿。”
确定荒宅拆除方案后，曲建胜与村“两
委”成员挨家挨户劝说，41户村民在协
议上签字，按下鲜红的手印。

“把拆除后的空闲荒宅收为村集
体土地，平整后让村民承包，种植瓜果
蔬菜和经济苗木，定期收取承包费用，
纳入村集体收入。”曲建胜告诉笔者。
目前，前曲村共拆除荒宅120余亩，已
有82户村民承包，村集体收入增加1.5
万余元，有了村集体收入，前曲村新打
了3眼机井。

空闲荒宅拆除、土地流转以后，曲
建胜前去临沂市、泰安市等地考察，为

村民选择合适的经济苗木。“我们在临

沂市平邑县引进了‘泰山红’石榴树，

免费提供给承包土地的村民，等树苗

长大后，可以作为观光盆景出售，一棵

可卖1000余元，果实和苗木的收入全

归村民所有。”曲建胜告诉笔者。

现在的前曲村，一排排残垣断壁

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片肥沃的

土地。120 余亩荒宅荒片变成“储钱

罐”，村民们见缝插针，打造了一个个

小菜园、小果园、小花园，美化亮化了

环境，提升了乡村颜值，绘就了一幅生

态振兴新图景。

残垣断壁变身“储钱罐”

本报讯 （通讯员 王宏） 连日
来，高唐县梁村镇综治办、派出所、村
级网格员组成反诈小分队走进乡村，
开展反诈宣传活动，动员全民参与反
诈行动，严厉打击各类诈骗行为。

活动中，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
材料、网格员小喇叭走村入户、张贴
宣传海报等多种形式，耐心向村民讲
解电信诈骗种类、常用的作案手法，

并提醒群众要提高防骗意识和甄别
能力；加强个人信息保护，不轻信、不
汇款、多核实，发现上当受骗或者诈
骗行为要立即报警，不给犯罪分子可
乘之机。同时，宣传队员在现场细心
指导群众下载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进一步提高群众对于国家反诈
中心 App 的知晓率，形成“教育一个
带动一片”的效果。

梁村镇

反诈宣传守护村民“钱袋子”

本报讯 （通讯员 刘雨泽 苏
敏）近期以来，东昌府区道口铺街道
着力构建统一管理、部门协作、即时
报告、善后处置“四项机制”，打造全
视角、多维度立体防返贫风险预警监
测网。

着力构建防返贫风险线索统一
管理机制。该街道收集通过上级反
馈、部门筛查、群众利用智慧平台自
主申请，以及社区、村干部排查等途
径发现的防返贫风险线索，建立专门
台账进行集中管理。

着力构建防返贫风险预警部门
协作机制。该街道每月 3 日前将上
月新增低保、特困供养、临时救助、大

额医疗、刑事处罚等信息作为防返贫
风险线索移送街道乡村振兴部门，将
线索纳入台账管理并安排核查。

着力构建防返贫风险信息即时
报告机制。胡同长、网格员主动上
门，向所负责片区的群众手把手讲解
通过微信智慧平台自主申请的方法，
使群众足不出户，即时完成纳入动态
监测申请报告。

着力构建风险排查善后处置工
作机制。对于经入户核查、民主评议
等法定程序认定应当纳入动态监测
范围的农户，该街道及时安排帮扶干
部，并落实各项帮扶政策。

道口铺街道

“四项机制”严守防返贫底线

4月14日，在阳谷县石佛镇睡虎村蔬菜大棚里，党员志愿者在帮助群众采摘
有机西葫。连日来，石佛镇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组织带动作用，深
入基层一线，指导帮助农民搞好春季农业生产，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助农增产
增收。 ■ 叶晨雯 徐娜

■ 文/图 本报记者 曹天伟

3层支架上，一株株鲜艳欲滴的
草莓长在培养皿里。草莓根部，一
根长长的管道穿过，用来精准输送
水肥。4月15日下午，记者来到度假
区李海务街道谭庄村金水种植专业
合作社，见识了合作社的“有机草
莓”。

说是“有机”，是因为这里的草莓
“喝”的都是经过处理的纯净水。合
作社生产负责人谭相符带着记者走
进大棚旁边一个房间，一排五米多长
的罐体设备映入眼帘，最里侧是一台
显示进水量、水压等指标的大型控制

器。“这是我们的水过滤系统。抽出的
地下水经过这些设备处理，一些病菌、
有害物质被过滤掉，输送到旁边的另
一个控制间，最后输送到各个草莓大
棚。”谭相符指着眼前的设备满脸自
豪，“经过处理后的水，水质能达到直
饮水标准，长出的草莓软诺甘甜、口感
很好，一斤能卖到50多块钱。”

2015 年成立的金水种植专业合
作社，现流转土地1300亩，建设温室
大棚、“双膜双被”高标准大棚 1000
亩。为了提高种植收益，近几年，合
作社引进智能水肥一体化技术，草莓
全部实现无土立体式栽培，在节省空
间、提高产量的同时，显著提升了草

莓品质和口感。
在运营管理方面，合作社

与京东云合作建设了 5G 京东
智慧农场项目。项目引进智慧
农业管理系统，智慧云平台实
时显示大棚作物的生长情况。
管理者坐在电脑旁，就能对土
壤、水质、空气等各项指
标 进 行 高 精 度 实 时 监
测。“过去十多个人才能
干完的活，现在一个人就
能干。”谈起智能管理带
来的好处，谭相符赞不绝
口。

草莓“喝上”纯净水

■ 本报记者 张琪

“咱家的蜂蜜颜色清亮亮的，口
感甘甜，润肠、抗疲劳……好处多
多，好货不等人，要买的赶快下单
了。”4月13日，在临清市老赵庄镇红
庙周村，禾友养蜂专业合作社社长
周长兴正通过快手直播间向粉丝们
介绍养蜂历史、蜜源、蜂箱制作过程
等。

2小时的直播结束，周长兴顺利
线上销售，销售金额2000多元。今年
2月，周长兴看到了农村电商的发展

潜力，萌发了利用电商平台推广销售
蜂产品的想法。“我把想做电商直播
的想法告诉了村委会，村委会给予大
力支持，无偿把村委会办公室最敞亮
的一间房屋给我们做直播间。”周长
兴说。

“一开始，我们连灯光、摄像头怎
么摆放都不会，经过一番学习，现在
比较熟悉了。粉丝们最看重的是产
品的功效，还有蜂蜜是不是原生态的
和纯正的。”虽然直播带货只有 2 个
月时间，周长兴已经总结出了一套经
验。

“每天足不出户，在家直播也能
出单不少，这2个月的销售额在6万
元左右。”周长兴信心满满地说，疫情
期间，产品销售或多或少会受到影
响，但是电商直播不仅扩大了自己蜂
产品的知名度，还有效抵制了疫情带
来的风险，销售量不减反增。“现在我
们主打的‘泰岳森’牌系列产品，因为
产品质优，不仅为各地消费者所熟
知，而且已经与日本、韩国蜂业协会
达成共识，即将走向国际舞台。”

“我计划加大宣传力度，带领村
民一起销售家乡的特色农产品，抓住

直播带货的商机，共同致富。”周长兴
表示。

电商唱戏，政府搭台，受益的是
群众。“这是一种尝试，但是我们更希
望这是一个开始。”老赵庄镇人大副
主席王保明表示，老赵庄镇利用党员
夜会、农闲时节等，组织群众、青年创
业者、个体经营户等参加各类线上直
播培训活动及线下培训。截至目前，
老赵庄镇共注册电商企业22家，培育
知名网红主播10人，完成300余人次
培训。

直播开启致富门

富硒地瓜助农增收

合作
社工作人
员正在为
草莓进行
疏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