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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图 本报记者 王军豪

从莘县大王寨镇政府西行不
远，便到了马西林场。马西林场建
设的初衷，是为了防风固沙。从上
世纪80年代至今，马西林场守护着
这方土地的人民。而如今，这里的
人们唱响了林下经济之歌，为林场
增添了一抹亮色。

莘林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的
种植基地就在马西林场。一条笔直
平坦的林间柏油路将基地一分为
二。4 月 6 日，行走在马西林场，感
受到的是嫩草泛绿、枝丫吐新。清
风拂面，林间鸟鸣啾啾，让人仿佛置
身画中。

路东侧，是合作社的羊肚菌种
植区。480亩林地上，一个个盖着黑
色罩网的小拱棚次第排开。“这种罩
网，一能遮阳，二能保温，能给羊肚
菌提供最舒适的生长环境。”合作社
负责人张增学说。掀开罩网，弯腰
进棚，一颗颗羊肚菌伴着一个个羊
肚菌菌包，褐色的伞裙惹人喜爱。
菌包之间，布满了白色的丝网。“这

是菌丝，菌包里的营养物质通过它
们输送给菌核的。这些白点是即将
长出来的羊肚菌。”张增学说起羊肚
菌如数家珍，话语之间难掩喜悦之
情。他养殖的羊肚菌亩均年收益可
达6万元。

基地技术员白鲁刚正忙着给羊
肚菌浇水。一根根黑色的水管将一
座座小拱棚连接起来。“滴灌省水，
也间接地灌溉了树木。”白鲁刚说，
新鲜的羊肚菌每公斤价格能达 150
元，并且供不应求。此外，蘑菇培养
料中含有大量的有益微生物菌群，
种植期结束可直接还林，达到以林
养菌、以菌促林的目的。

路西侧，是合作社的平菇种植
区。合作社办公室前停着两辆大
车，是来运输平菇的。“每天都有来
运输蘑菇的车辆，主要是青岛和济
南的客户。”张增学介绍。平菇种植
区是一期项目，总占地1000亩。“村
民来这里种平菇，可以自己建大棚，
也可以租种合作社盖好的大棚，我
们会给村民提供从种到销的一条龙
服务。”张增学说。

种植户高庆龙正忙着采摘平
菇：“到了丰产期，平菇长得盖满了
菌包，手都伸不进去，摘都摘不及。”
高庆龙种了3座棚，问他一年收入多
少，他哈哈笑着说：“这是个秘密。”

乡村振兴，产业振兴是基础。
为推动林下经济稳步发展，大王寨镇
拿出真金白银，根据各村庄的发展规
模实行阶梯式奖励制度。如今大王
寨镇已有富裕集、辛庄等十几个村庄

开始发展林下经济，面积2000余亩，
带动了3000余人增收。

“大王寨镇林业资源丰富，林地
面 积 4 万 余 亩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42.1%。在现有基础上，我们将建设
鲁西食用菌林下种植示范区，打造
江北最大的食用菌生产基地。”大王
寨镇党委书记闫洪涛说。

林下种菌淘金忙

■ 沈欣欣

4月花开，又是一年好光景。东
阿县刘集镇杨庄村村民李殿凤家的
60亩樱桃园一片春意盎然，朵朵樱
桃花迎春绽放，处处弥漫着春天的
气息。

走进樱桃园，淡淡花香扑面而
来，雪白的樱桃花正吐蕊绽放，一簇
簇、一串串，密密匝匝地挂满枝头，
在嫩绿叶芽的映衬下显得分外娇
艳。

“现在樱桃正值盛花期，也是疏

花的关键期，保证樱桃质量才能卖
上好价钱。”樱桃园内，李殿凤一边
为樱桃树去除树枝上的小花和变形
的花，一边跟笔者说，“自春节以来，
俺两口子一天都没闲着，看到果树
的长势，俺两口子越干越有劲，生活
更有奔头了。”

看着挂满树枝的花朵，李殿凤
说：“今年赶上倒春寒，开花比往年
晚了几天，不过应该不会影响坐果，
樱桃收益应该很不错。”说着，李殿
凤立即忙碌了起来。

俗话说，樱桃好吃树难栽。这

句话李殿凤深有体会。2014 年，夫
妻二人投入60多万元，流转了村里
的60亩土地，开始种樱桃树，从那时
起，夫妻二人便每天泡在樱桃园
里。随着果树越长越多，二人也越
来越忙了。后来，李殿凤干脆把家

“搬”进樱桃园，把所有的精力都放
在种植樱桃这项事业上。如今李殿
凤的樱桃园已成为村民致富奔小康
的支柱产业之一。

“刚上市时，樱桃价格能达到30
多元一斤，市场前景很好，基本不愁
销路。”李殿凤说。近几年，自家的

樱桃效益越来越好，每年可以创造
20余万元的收益。每当采摘樱桃的
那几天，是园里最忙碌的时光。“村
民都来园里帮忙摘樱桃，每天能赚
60多元。”李殿凤说。

闲暇时光，李殿凤还专门去参
加职业农民培训，学习电商课程，把
自家的果园搬到了抖音、快手平台
上，让更多的人吃到自己种的樱
桃。“电商这门课程必须要学，我也
很乐意学，一有机会我就去参加培
训，争取早日把樱桃卖到全国各
地。”李殿凤笑着说。

樱桃花开“钱景”美

■ 本报记者 李政哲

“去年你们村信访量较多，今年准
备具体怎么做？”

“你们村集体收入偏低，准备怎么
提高集体收入？怎么开展人居环境工
作？”

这是 4 月 14 日，在度假区于集镇
2021 年度党组织书记述职会上，部分
党组织书记述职后，主持人现场提出
的问题。一针见血的提问，让现场所
有人都感觉到了“十足的辣味”。

2021 年，于集镇下辖村庄全部完

成了换届工作，本次线上述职会是班
子换届后的第一次“亮剑比武”。述职
会选取了5名村党组织书记，以抓基层
党建促乡村振兴为主题进行发言。其
中，3名先进村党组织书记介绍了工作
经验，2名后进村党组织书记就如何做
好新一年工作进行表态发言。

既没有“剧本”，也没有会前“彩
排”，一个个提问直击要害，让屏幕前
的“考生”红脸出汗。“非常严肃，非常
尖锐，非常能考验实际开展工作的力
度和质量。”谈及此次线上述职的感
受，冯王贾村网格党支部书记贾玉新

连说了三个“非常”，“这再次提醒我们
基层干部，履行职责不是空喊口号，必
须抓在日常，严在经常!”

“听了你的述职，感觉你们村产业
发展缺乏有效引领，建议由党总支领
办合作社，在支部引领下更好地寻找
村集体产业项目。”“你村在党员干部
管理上不规范，建议加强党组织规范
化建设，创新性地开展党建工作。”点
评既讲问题又提建议，让述职的各位
党组织书记在感受“辣味”之余收获满
满。

“这次线上述职形式新颖，节约了

人力物力，缩减了时间，大家还能一起
交流经验，机会难得。”王庙南新村党
总支书记赵强说，“我们村将引进一些
新品种进行规模化种植，打造无公害
有机蔬菜品牌，全面提升我村有机蔬
菜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力。”

“此次线上述职，是于集镇推动智
慧党建的一次有益探索。”于集镇党委
书记冯潇表示，该镇将以此次述职会
为契机，积极推动智慧党建平台建设，
把党的政策传递到“最后一公里”，以
高质量党建引领各方面工作，助推乡
村振兴提质增效。

一场“辣味”十足的“云”述职

本报讯（记者 苑莘）东昌府区

堂邑镇路庄新村有很多葫芦种植、加

工专业户。4月初，他们多了一条销

售渠道：只要积分达到 100 分，他们

的葫芦工艺品就能进入信用超市的

网络直播间，由村里的网红代卖。

这里的积分指的是堂邑镇推出

的信用积分政策。堂邑镇根据《聊城

市东昌府区信用+美丽乡村积分评

价办法》，将村居管理、社会公益、公

民道德、综合治理等 185 种具体行

为，逐一列出清单，分别量化赋分。

信用议事会每月将村民日常见义勇

为、救灾捐款、参与村级事务等70种

守信情况和村民破坏环境卫生、私搭

乱建、违规违法等116种失信情况换

算成信用积分，作为激励惩戒、评先

树优的重要依据。

在父亲参加义务献血后拿到 3

分的信用积分，刘庄村的刘思辰小姑

娘感到十分自豪。该镇将村民在乡

村治理工作中的优秀表现转化为积

分，再通过积分超市变为看得见、摸

得着的奖品。刘庄村作为试点村先

行启动了信用超市建设，极大调动了

村民参与的积极性。如今的刘庄村

家家户户干净整洁，村民人人以美丽

庭院为骄傲。刘庄村也通过实施信

用+美丽乡村积分评价办法，提高了

基层治理水平，2021 年 9 月被评为

“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如今，信用超市已在堂邑镇遍地

开花。目前堂邑镇成立信用超市74

家，为 260 名群众的 450 条信用积分

兑换了价值1.5万元的商品。该镇的

信用超市共分自然村—新村（社

区）—镇三级，奖惩力度也是按照三

级层层递加。对信用不良的群众，该

镇通过发放改正通知书、公示失信信

息、取消评先选优和发展党员资格进

行惩戒。

堂邑镇

建起74家信用超市

■ 本报记者 林金彦

拧开水龙头，清水汩汩流出。4

月 22 日，东昌府区闫寺街道帖吕社

区居民陈保河看着清澈的自来水通

到了家里，掬了一捧清水，仰头一饮

而尽，喊出一个字：“甜！”

帖吕社区建成于2016年，只有3

栋楼，90户居民，居民全部由铁屯村

搬迁而来。由于种种原因，楼房建设

时虽然铺设了水管等设施，但却没有

通自来水。“村里把地下水经过加压

泵，送到各家各户。但是我们这里地

下水发苦，很多村民不愿意吃。”52

岁的陈保河说，不少村民就从村里提

水，或者买纯净水，吃水很不方便。

今年以来，闫寺街道全面开展

“四排查两报告”行动。3月初，铁屯

村党支部向街道报告了帖吕社区村

民吃水难题后，街道分管部门立即进

行走访、调研，决定对帖吕社区饮水

项目进行全面升级改造，尽快让所有

村民用上安全洁净的自来水。

陈保河介绍，自来水改造过程

中，由党员带头，村民公开报名，参与

监督改水过程及改水质量。村里通

过公开招标选定了施工方，4月8日

开始对自来水工程进行改造。4 月

14 日，帖吕社区村民全部用上了健

康安全的自来水。“我们的水表全部

换成了刷卡电子表，一户一表。水价

为每方3.32元。”陈保河被推选为社

区水管员。

90户居民喝上自来水

本报讯（通讯员 李成新）为全
面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持续推进乡村
振兴工作，阳谷县高庙王镇扎实开展
防返贫动态监测“大走访、大排查”活
动。

该镇对防返贫动态监测工作进
行重点安排；宣传防返贫动态监测工
作各项要求和标准，通过“村村通”广

播、微信群、明白纸等方式，加大宣传
力度，引导符合条件的群众积极进行
自主申请；安排镇、村干部对相关人
员进行全面走访，重点对享受政策人
员、经济困难家庭、低保残疾家庭进
行入户座谈，了解其家庭状况，听取
群众需求，掌握第一手资料，确保各
项政策享受到位。

高庙王镇

开展防返贫动态监测走访排查

■ 本报记者 张英东

时下，正值阳春四月。漫步江北
水城旅游度假区李海务街道宋杨河
村，街道笔直平坦，村居整齐划一，百
姓精神昂扬，公益广告、文明标语随
处可见……一幅文明祥和的美丽画
卷徐徐展开。

宋杨河村，是宋庄村、杨于村、河
洼村 3 个自然村合并成立的新村。
2021 年，宋杨河村荣膺市级文明村
镇称号。“今年村里真是大变样，环境
越来越美，住在村里心情也更好了。”
河洼村村民张广奎赞不绝口，“现在

村里干净了，道路硬化了，连户路也
通了。”

“我们村的燃气管道和自来水管
道全都是从地下开通的，这样村民用
气、用水就安全多了。”宋杨河村党总
支书记安长玉说，宋杨河村推进文明
村镇常态化建设，建立党员联系户台
账，每个党员负责一个胡同，引导村
民自觉维护村容村貌。该村还充分
利用网络平台等对文明村镇创建活
动进行全覆盖宣传，让广大村民从

“不自然”到“自然”，从“被动接受”到
“主动文明”。

文明花开满芬芳

东昌府区郑家镇充
分利用“中国轴承保持架
之乡”的资源优势，大力
发展以保持架为主的机
械加工产业，目前全镇轴
承保持架已发展到 9大
系列、9000多种型号，产
量占全国同行业的70%
以上，产品畅销全国各
地，部分产品出口到亚、
美、欧三大洲。图为位于
该镇的山东金帝精密机
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员
工正在风电保持架生产
车间内做工。

■李学贵 郭永忠

郑家镇

小加工大产业

▲白鲁刚在打理棚内的羊肚菌

▶拱棚内，羊肚菌长势良好

4月24日，东阿县大桥镇廉政教育基地大院里，毕庄新村的群众表演的“柳琴
快板”吸引了不少村民驻足观看。她们表演的节目《柳琴快板话廉洁》，内容通俗
易通、形式喜闻乐见，深受群众喜爱。这种接地气的表演形式既为党员干部敲响
了警钟，又在无形中强化了群众的监督意识。这是近年来该镇丰富形式、弘扬廉
洁文化的一个生动缩影。 ■ 都菲 赵广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