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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欣欣

东阿县刘集镇大林崔村出了件新鲜事儿，53岁的村民崔存
虎建了4座大棚专门养蚂蚱。

“养草虫还能挣钱？”“地里一抓一大把，还用专门饲
养？”……周围的村民们不解。

出乎意料，就是这一只只小蚂蚱，为崔存虎带来了大收益。
2021年，在外跑运输的货车司机崔存虎因身体原因，撂下

手中的生计回到家乡，计划在家乡干事业。
“蚂蚱高蛋白，市场前景好，投资低，回报高。”在儿子的推

荐下，崔存虎萌生了一个想法：建大棚养蚂蚱。
2021年10月，崔存虎建起了4座大棚，购进蚂蚱籽，开始精

心喂养蚂蚱。没想到第一年，崔存虎就收获了一笔不错的收
益，他的信心更足了。

“蚂蚱是绿色食品，不喂饲料，只喂草，成本低，收益高。”崔
存虎告诉笔者，每天只需要将草铺在大棚里，蚂蚱不用喂，省心
又省事。

今年，崔存虎加大投资力度，新建了20座大棚，全部用于养
蚂蚱。“大棚外面专门种植黑麦草，天冷了就在大棚里种，一边
养蚂蚱，一边种草，两不误。”崔存虎说，现在养殖的蚂蚱供不应
求，随着养殖规模的扩大，有公司专门上门收购，销路根本不用
愁，经济收入非常可观。

跟随着崔存虎的脚步，笔者走进他的蚂蚱养殖场，放眼望
去，20多座大棚整齐排开。走进大棚，便能听到蚂蚱吃草的“嘎
吱、嘎吱”声，成千上万只蚂蚱铺满了大棚的每一寸土地，密密
麻麻、成群成串地在大棚中“飞舞”。看着眼前的场景，崔存虎
喜上眉梢。

“我打算引进自动化撒草机，就不用每天人工喂草了。”崔存虎说。
据悉，蚂蚱集食用、药用、滋补于一身，人工养殖前景广阔，市场越来越好，许

多大型饲料厂家还用蚂蚱干品磨成粉做动物饲料添加剂。现在蚂蚱的市场价格
每斤20多元，并且蚂蚱的繁育能力较强，生长迅速，每50天可养殖1期，一年可以
养4期，棚产60斤左右，每棚收益在3000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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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徐明）为完善
优化新形势下乡镇纪委基层监督管
理工作体系，近期，高唐县梁村镇探
索试行了“321阶梯式”乡镇纪委工作
模式。

“321 阶梯式”乡镇纪委工作模
式，是以“事前三宣教”（党建融合宣
教、村级干部宣教、廉政阵地宣教）促
进不想腐，以“事中二监督”（会议部
署监督、执行落实监督）促进不能腐，

以“事后一处置”（依规依纪严肃处
置）促进不敢腐等阶梯结构为基础的
工作架构，通过推广“千年古镇、清风
梁村”廉政品牌，优化整合乡镇纪检
工作力量。

梁村镇纪委积极推进问题线索
办理工作，同时注重加强对自办案件
的办理，对于已经发现的违纪违法问
题线索，进行严肃处置，不断提升党
员干部觉悟。

梁村镇

试行“阶梯式”纪委工作模式

■ 刘桐 郭洪广

宽敞平坦的村组道路，清澈见底
的河流涧溪，绿树掩映的农家小院，来
往穿梭的时代农人……阳春四月，在
高唐县固河镇，一幅产业兴、乡村美、
乡风新的画卷正徐徐展开。

近年来，固河镇以产业发展为基
础、以环境提升为突破、以文化滋养为
引领，积极探索“巩固、提升、振兴”发
展路径，乡村振兴驶入快车道。

产业兴旺注活力

2011 年春，西赵村通过土地流
转，创立了金秋果品种植专业合作
社，引进了黄晶梨。随后，该村逐年
对合作社进行投资，最终形成了占地

3000 余亩的集科技示范、文化体验、
生态观光等于一体的现代农业示范基
地。

如今，西赵村90%的土地被金秋果
品种植专业合作社流转，带动村民发
展绿色有机果品种植。“在自家地里干
活，还有人给咱发工资，这是多好的事
啊。”4月15日，正在合作社进行疏花的
西赵村村民赵宏亮笑着说。目前，该
合作社已吸纳周边40多名村民在此就
业，年人均收入达2万元。

近年来，固河镇大力发展绿色现
代农业产业，吸纳金秋果品、珂岳、铸
辉种植专业合作社等果蔬中草药种植
经营商户10余家，全镇产业覆盖率达
90%以上，村民走上了“调结构、促增
收”的致富之路。

美丽乡村醉人心

走进魏庄村，绿树环绕，屋舍俨
然，一排排街道干净整洁，一面面花墙
错落别致，呈现出一片祥和景象。

“村里有了文化广场，沥青路修到
大门口，家家户户通了天然气，厕所也
是水冲式的。”说起魏庄村近两年的
变化，村民张洪亮笑着说。

如今，像魏庄村这样的乡村，在固
河镇越来越多。该镇着力完善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以路域环境、坑塘
沟渠、残垣断壁、农村“三线”专项整治
行动为工作重点，积极推进“美丽小
镇”“美丽庭院”创建工作，形成了“一
村一特色”“一路一风景”的生态格局，
提升了乡村“颜值”。

乡村风貌大提升

在黄元子村村委会，一块铁制的
“光荣榜”格外引人注目。“我们村每年
都会开展一次‘文明户’和‘道德之星’
评选活动，获评人员都会登上这个光
荣榜。”黄元子村党支部书记李桂河介
绍。

近年来，黄元子村弘扬传统优秀
文化，开展文明诚信家庭、道德模范、
争先创优评选表彰活动，用身边事教
育身边人，激发文明向上力量。

固河镇每年开展村级“星级文明
户”等典型人物评选，涌现出了战建
中、李桂河、侯德江等7名见义勇为模
范及一批先进典型，营造了好人就在
身边的良好氛围。

产业兴 乡村美 农民乐
——高唐县固河镇打造乡村振兴新图景

本报讯（通讯员 马林文） 4月
15日，茌平区杜郎口镇唐槐公园里游
人如织，人们在做好个人防护的前提
下或陪伴孩子放风筝，或在公园里健
身，玩得不亦乐乎。其中，10余名身
穿红马甲的志愿者正在发放宣传材
料，他们身后“崇尚科学、远离邪教”

“反邪防邪人人有责”的宣传条幅格
外引人注目。

连日来，杜郎口镇综治办联合镇
派出所、司法所等镇直部门在唐槐公

园集中开展反邪教宣传活动。活动
中，工作人员通过悬挂横幅、摆放展
板等形式，向在公园里游玩或过往的
群众发放反邪教宣传材料。网格员
讲解邪教对人类的危害，揭露邪教危
害社会的本质，告诫广大群众提高警
觉戒备意识，提高对诱惑的警惕性，
远离邪教危害。“我们都要相信科学，
坚决反对邪教，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
幸福生活。”杜郎口镇北街村脱贫群
众王明水说。

杜郎口镇

反邪教宣传不松懈

4月15日，高唐县姜店镇王楼村甜美农业综合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夏如雷
正在察看甜瓜长势。2021年7月，夏如雷成立甜美农业综合服务专业合作社，种
植甜瓜、圣女果、甘蓝等，现有冬暖式大棚40座。

■ 吴建正

本报讯（记者 林金彦）为从源
头上预防和控制诈骗案件的发生，茌
平区肖家庄镇强化反电诈宣传工作，
全力守好群众的“钱袋子”。

为做好反电诈宣传工作，肖家庄
镇对全镇 28 个村居进行了全面布
置，各村居抓好线索摸排工作。该镇
采取“基层党建+网格化治理”的模
式，充分发挥新村党支部战斗堡垒作
用，利用宣传条幅、打击网络犯罪联
系卡等各种途径，大力开展反诈骗宣
传。同时，工作人员集中入户，宣讲

法律政策，解答法律疑问，志愿者和
法律明白人重点针对留守青少年、老
人、妇女等，开展反诈骗知识宣传。

肖家庄镇积极推进反电诈 App
安装。该镇把辖区各村居的反电诈
宣传防范工作纳入全镇综合考核，每
周通报国家反诈 App 安装推广情况
和电信诈骗案件发案情况。通过进
村入户、上门服务和在超市、广场等
人员流动密集场所定点宣传相结合
的方式，该镇扎实开展App安装推进
工作，构建全民反诈防护网。

肖家庄镇

反电诈宣传全覆盖

■ 本报记者 苑莘

“棚里又有苗子开始得枯萎病
了，这两天想着撒些菌剂。”4月17日
下午，东昌府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
艺师姜新又钻进了堂邑镇圣女果种
植大棚，向基地负责人李秀伟开出
了新“药方”。

这不是姜新第一次为这里的大
棚种植户“开方”了。“我们的大棚建
在盐碱地上，过来一年多亏了‘姜大
夫’的指导，不然，今年还得出现很
多裂果。”李秀伟说，从去年 5 月开
始，姜新多次到基地“义诊”，帮助他

们解决了很多难题。
“这里的土壤和水盐分都比较

高”，姜新扒开地膜，拿起一块表层
有些泛白的土块向记者解释。为了
解决这个问题，姜新组织工作人员
对土壤进行了化验，并开出了“全套
药方”：

栽种前，在棚内浇大量河水，配
合棚外挖开的渗盐沟，用洗盐的方
式降低棚内土壤含盐量。

栽种时，在棚内挖土，起至少25
厘米高的垄，将苗栽种在垄上，避免
因苗根吸水，将地表25厘米以下的
盐分“吸”上来。

盐碱地透气性差、地温较低。
在苗成长初期做好保温和提温工
作，中后期采用低温种植技术，减少
盐分对植物生长的影响。

购买水处理设施，埋设滴灌设
备，用处理过的水为圣女果苗生长
提供水分。

……
一番操作后，今年基地的收成

好了不少。去年改造前的大棚，亩
均可采摘圣女果 5000 公斤左右，裂
果比例较高；如今的大棚，亩均可采
圣女果 6500 多公斤，裂果比例下降
很多。“现在‘姜大夫’特别受欢迎，

大家遇到问题都打电话请他们过
来。”李秀伟说。

姜新在农户心中赢得了“大夫”
的称号：以他为负责人的“姜新田园
通”团队专门为农作物和土地“把脉
开方”。东昌府区农业农村局开设

“姜新田园通”，整合全区60名农技
专家，根据农业生产情况，选择13个
具有代表性的村庄，深入田间地头，
开展技术培训。通过这些“田间大
夫”，东昌府区实现了农业生产情况
即时了解、病虫害情况即时诊治、突
发状况即时处理、疑难问题即时视
频会商“四个即时”模式。

“姜大夫”开方

■ 文/图 本 报 记 者 刘亚杰
本报通讯员 马晓迪

4月18日上午，高唐县清平镇桑
园村高万良种植的40亩西瓜地里一
片忙碌场景。从附近村庄赶来的10
余位村民正忙着给西瓜“打杈”，高万
良则背着喷雾器忙着给西瓜秧增施
营养肥。

“沙土地种出的西瓜，甜得很。”
高万良笑着拉记者进入西瓜地，一
个个小西瓜刚探出头，朵朵淡黄色
的西瓜花香气扑鼻，引来成群蜜蜂
飞舞。

“再过半个月，这片40亩的西瓜
地将会迎来玉米的套种季；白露前
10天，玉米一成熟，这片土地又成为
洋葱育苗基地。”高万良掰着手指给
记者掐算着时间，说一定要做到“分
毫不差”。

这 40 亩西瓜地是高万良今年
“一年三收”种植模式的实验田，西
瓜、玉米、洋葱苗将轮番当主角。而
这种“一年三收”的种植方式，也成
了近年来高万良走上致富道路的

“独门秘籍”。
“其实没啥秘密，就是跟土地打

交道的年数多了，经验越来越丰
富。”高万良说，自村里推行土地流
转之后，他就有了承包的念头。几
年来，他承包土地面积从最初的 20
余亩变为如今的200余亩，种植方式
从原来的单一化到如今的多元化。

记者了解到，“一年三收”是一
种新兴的轮作模式，可充分发挥农
田的最大效益，达到农作物种植的
无缝对接。高万良说，2021年，除去
每亩1100元的土地承包费及人工费
外，高万良40亩的轮作土地每亩每
年收入近15000元，西瓜和洋葱苗等

经济作物的收入占大头。
“要充分利用，也要合理利用。”

高万良说，为防止土地营养流失，病
虫害增多，“一年三收”的实验田会
每年一换。

高万良的小拱棚西瓜，要比当
地市场上的西瓜提前20天上市，将
会卖上一个好价钱。再过1个月左
右，这片西瓜地将迎来四面八方的
客商。“我只管好好种，丰收之时，钱
包自然就会鼓起来。”高万良喜上眉
梢。

“一年三收”蹚富路

4月16日，位于阳谷县大布乡薛楼村党支部领办的“非遗”农产品加工合作社，社员在晾晒手工绿色空心挂面。近年来，大布乡采取“党支部+合作社+党员
示范服务+农户”的经营模式，发展特色“非遗”手工空心挂面，培育创业平台，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 陈清林 孟颖

空心挂面助增收

高万良在给西瓜秧增施营养肥高万良在给西瓜秧增施营养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