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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刘亚杰
本报通讯员 马晓迪

四月的高唐县国有旧城林场绿意
遍野。走进林场深处，茂密的竹林随
风摇曳，大片丛生紫荆花开朵朵。

载着记者行走在东西长约6公里，
南北长约5公里的林场道路上，低空飞
翔的候鸟不时从车窗前掠过，这让副
场长杜斐长的紧张情绪舒缓不少。

在杜斐看来，如果没有遭受9个月
前的特大龙卷风袭击，四月的林场应
该早已候鸟成群，万物萌动……

高唐县国有旧城林场坐落于“千
年古镇”清平镇。历史上，这里原为黄
河故道，黄沙漫地，寸草不生。1959年
9月，勤劳的清平人以旧城苗圃为基础
筹建林场，治沙治荒，经过三代人、62

年的接续努力，荒漠被成功改造成绿
洲，成为我省平原地区植被资源、野生
动物和药材资源最集中、最丰富的地
方。据统计，除了以杨树林为主的植
物之外，林场另有刺槐、国槐、榆树等
植物 108 种；野生脊椎动物 199 种，国
家Ⅱ级保护动物14种，山东省重点保
护动物37种，是闻名遐迩的生态旅游
胜地。

而在 2021 年 7 月 11 日，一场特大
龙卷风，让林场遭遇了灾难性损毁。

龙卷风过后，林场树木受损面积
约4000亩，房屋棚舍受损面积达9000
多平方米，林下中草药及农作物受损
2200多亩，电力、通讯、供水全部中断，
经济损失惨重。更为严重的是，防风
固沙天然屏障的丢失，让林场环境调
节功能几近丧失。

林场修复和重建，成为重中之重。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21年

受灾之后，在高唐县委、县政府的领导
下，林场生态修复重建工作快速开
展。杜斐和同事们成了新时代的“造
林人”。

林场办公区小院里，每天早晨 6
时30分，由全体职工参加的“黎明会”
都会准时开场，确保林场生态修复工
作有序推进。今天，一草一木在林场
的大地上萌动，逃离的候鸟再次陆续
回到故乡……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完成造林
3870亩、118405棵，占总任务的95%以
上。”杜斐说，“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
准建设、高水平管理原则，力争利用
2—3 年时间，将重建后的森林公园打
造成全国知名的黄河故道郊野公园，

使其成为展示高唐、聊城乃至山东省
形象的一张亮丽生态名片。”

60 年前，勤劳的老一辈人把荒漠
变为绿洲；今天，新一代“造林人”要把
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

记者了解到，按照“一年成林、两
年成景、三年成园”的目标任务，高唐
县国有旧城林场在成功修复建设森林
公园的基础上，未来 5 到 10 年还将谋
划推进实施森林公园与周边村庄的融
合开发；依托林场周边美丽乡村片区，
建设现代农业示范园、身临其境度假
酒店、原生态餐饮中心、林海花乡民俗
村、特色民宿客栈、研学拓展基地、央
企会议培训中心、特色小镇、青少年拓
展中心等，打造产学研结合、赏游住为
特色，集花卉、旅游、研学于一体的乡
村振兴齐鲁样板。

紫荆花开群鸟聚
——高唐县实施国有旧城林场生态修复

■ 本报记者 苑莘

“我们村已经连续多年没有上访案件，真正做到了‘小事不
出村、大事不出镇、难事不上交’，切实维护村庄和谐稳定。”4月
20日，在接受山东广播电视台法治栏目专访时，莘县燕店镇东
孙庄村党支部书记王盛业说。

近日，东孙庄村获得第八批“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称号。
东孙庄村是莘县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涌现出的富裕村。1994年，
东孙庄村建起蔬菜大棚，种植香瓜，走上了致富路。之后，种植
户北上“闯关东”，打开了大连市场，赚到了“第一桶金”。

过去几年，东孙庄村规划建设了燕店镇香瓜博览园，用于
新品种试验推广、智能种苗繁育和高科技种植技术展示。一大
批“新农人”成为乡村振兴的领头兵。

东孙庄村目前建有一处千亩农业示范基地，冬暖式大棚
550座、大拱棚100亩。以香瓜产业为依托，该村打造了一批大
棚观光、果蔬采摘项目，全村每户村民年均收入由过去的2万
元增长到15万元。

经济的发展使各种经济纠纷频发，这成了东孙庄人颇为头
疼的问题。“过去几年，我们围绕农村土地征用和承包地流转、
农民工权益保障等方面法律法规，定期集中开展教育宣传，引
导群众依法反映利益诉求，解决矛盾纠纷。”东孙庄村法律顾问
路璐说。

除了“一村一法律顾问”工程送来的法律顾问，村里还设立
了专职人民调解员。村党支部召集村内致富带头人、合作社领
头人、电商新农人，邀请莘莘律师事务所律师每月定期开展关
于“三农”、合同借贷、互联网、经商办企业方面的法律法规培
训，指导村民便捷办理行政审批事项，有序开展网络直播，规范
签订买卖合同，并鼓励他们发挥传帮带作用，用实际行动“反哺”乡亲，实现共同富
裕。

东孙庄村成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也是莘县以法治助力乡村振兴的生动
案例。该县将继续培育乡村“法治带头人”和“法律明白人”，新选聘村居法律顾
问，推动村民自治、德治和法治“三治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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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图 本报记者 张琪

4月22日，聊城市农业农村发展
服务中心组织农业技术专家团队来
到阳谷县阎楼镇张岩寨村，为大棚
户送来油桃管理技术。

“陈老师，现在大棚油桃管理应
该注意哪些问题？”张岩寨村村民张
于山把高级农艺师陈举新请进油桃
种植大棚里。

“当前，棚内油桃再有10天左右
就可以陆续采摘上市，这期间，棚内
土壤湿度不宜过大，不要大量浇水，
这样有利于保持较好的口感；若遇

阴雨天气，要及时盖膜，预防油桃淋
雨；及时去除遮挡果实的叶子，让果
实充分接受阳光照射，利于果实着
色。”针对张于山棚内油桃的生长情
况，陈举新详细列举了几点注意事
项，并再三叮嘱严格控制棚内温度，
注意肥水管理。

农技专家结合当前油桃的生长
情况，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从定干、
选留主枝、修剪、用药等方面，向果
农详细讲解了油桃管护的注意事
项，现场为果农答疑解惑，解决种植
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受到果农的一
致好评。

油桃棚里开“处方”

本报讯 （记者 苑莘） 为加强
冬小麦病虫草害防治，4月24日，冠
县供销社联合山东省供发集团利用
无人机对县域内两万余亩托管小麦
进行全面飞防，重点防治条锈病等
病虫害，确保夏粮丰收。

春末是冬小麦拔节抽穗期，在
冠县全程托管的麦田里黑黝黝的小
麦长势正旺，几架无人机排着整齐
的队伍正在给小麦喷洒农药。“小麦
的条锈病、白粉病、蚜虫、红蜘蛛等
病虫害进入高发期，为了不误农时，
全力抓好晚春冬小麦田间管理，确
保粮食丰收，省供发集团技术部对

我县托管的不同地块小麦进行病虫
害调查、土壤墒情测定、苗情分析，
针对不同地块科学制定不同方案。
目前，我县托管小麦的‘一喷三防’
工作已基本完成。”冠县供销社主任
任怀宁介绍。

去年，秋季降雨多，播种期普遍
推迟，晚播小麦弱苗比例高。冠县
供销社对全程托管的两万余亩小麦
苗情加强管理，邀请省供发集团技
术总工深入田间地头察看小麦的生
长情况，并提出了春季田间管理技
术建议，目前小麦长势喜人。

冠县
两万亩托管小麦“飞防”保丰收

本报讯（沈欣欣） 连日来，东
阿县刘集镇坚持多措并举，积极做
好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工作，
切实减轻农业面源污染。

该镇积极开展“农药包装废弃
物回收处理”主题宣传活动，充分利
用横幅标语、宣传页等手段，积极开
展广泛宣传；引导农药销售门店依
法依规经营，并做好农药包装废弃
物回收；鼓励农药使用者自觉把农
药包装废弃物送到经营门店或村级

监管员处。
该镇每个新村都配置了一名监

管员，镇农产品质量监管站设置存
放仓库，设置专职收发员，并做好收
发记录；县级集中转运库负责将乡
镇存放仓库的废弃物运至县级仓
库，最终进行专业处理。此外，该镇
明确要求各村、农药经营门店、农产
品生产基地积极履行职责，做好农
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相关工作，
确保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刘集镇
回收农药包装废弃物

■ 文/图 刘桐

微风徐徐，春意正浓。4 月 10
日，走进东阿县牛角店镇黄起元村
的草莓采摘园，只见园区内笔直的
水泥路旁，草莓大棚鳞次栉比，棚内
阵阵馨香扑鼻而来，一颗颗粒大饱
满的草莓在绿叶中探出“头”，娇俏
可爱，诱人垂涎。

黄起元村将草莓种植作为“一
村一品”发展方向，建设草莓大棚
320 座，仅草莓一项就实现年收益
3000余万元，带动就业800余人。经
过多年发展，黄起元草莓已成为东

阿县乡村产业振兴的
金字招牌。

村里来了“草莓书记”

“十几年前，我们不知道怎么种
植草莓。”黄起元村的草莓种植户黄
家福说，自从村里来了“草莓书记”，
不仅村里人尝到了草莓种植的“甜
头”，远道的客人也都知道了黄起元
草莓。

黄家福口中所说的“草莓书记”
叫尹承荣。2009 年，尹承荣从北京
返乡探亲，看到村里的乡亲们生活
贫困，便萌生了回乡带领大家致富
的想法。在这之前，尹承荣曾是北
京的水果采购商，拥有自己的水果
市场，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根据自己多年的经商经验，尹
承荣一次性注资 30 万元，决定在村

里发展大棚草莓种植项目。为了打
消村民的顾虑，尹承荣承诺，只要有
人种草莓，他就无偿借出1万元启动
资金，有收益了再还，赔了钱他一分
不要。在他的带动下，全村建起了
首批22座草莓大棚。

2010 年，尹承荣和村里党员带
头，成立了东阿县连发果蔬专业合
作社，发动24户村民种植草莓，当年
便有了可观效益。“大家觉得草莓销
售可能会遇到难题，但我有渠道，黄
启元草莓的销售问题全部由我负
责。”尹承荣承诺包销，让不少种植
户吃了“定心丸”，村民们纷纷加入
其中。

“种草莓挣钱，咱也种”

4月10日下午，村民尹承峰正在
育苗大棚里忙碌。“今年提前育苗，
今后就不用再买草莓苗了。”尹承峰
乐呵呵地说，“当时村支书带着大家
种植草莓，收益挺好，我也试试。”尹
承峰最初建了2座“实验棚”，看着种
植效益可观，后来又新建了 2 座大
棚。

“我一共 8 亩地、4 座棚，去年 1
亩地纯收入4万元左右，年纯收入30
多万元。”尹承峰介绍，他先后到青
岛、北京等地参观学习，加上个人平
时的摸索，才有了今天的成绩。“其
实，种植草莓没有什么窍门，就是多

出力。”尹承峰说。
由于草莓不耐运输和储存，尹

承峰种植的草莓主要销往东阿、聊
城城区等大型超市，草莓品种以章
姬、桃熏、红颜99为主。“每天能往外
送二三百斤，最多的时候 1 天能送
600斤。”尹承峰笑着说。

草莓香飘引客来

“我们是从东阿县城专门开车过
来摘草莓的。”4月10日，正值周末，家
住东阿的郑薇带着父母来到黄起元
村，一同体验草莓采摘的乐趣。

黄起元草莓采摘园紧邻济聊一
级公路，属于东阿县济聊一级精致
农业示范带。每到草莓成熟时，黄
起元村格外热闹，各地游客络绎不
绝。

近年来，黄起元村形成了“建
设、种植、出售”统一管理模式，为全
村草莓种植户提供资金扶持、技术
服务，不断在品牌塑造上下功夫，逐
步形成了集“生产销售+休闲观光+
采摘体验”于一体的“草莓+”产业体
系。2019 年，黄起元村入选山东省
首批乡村振兴示范村，并荣获山东
省休闲农业精品园区称号。

以“莓”为媒，共富路上“莓美与
共”。一颗颗草莓，串起了“莓农们”
的致富梦，也带动越来越多的农户
享受到了“莓”好生活。

草莓红 产业火
——牛角店镇黄起元村以“莓”为媒助推乡村振兴

4月16日，茌平区双运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高级畜牧师张新利（左）在向参观者讲解獭兔
的生产性能、产子情况。双运合作社以獭兔产品为主导，以种兔繁育、商品兔回收屠宰加工、冷
链物流为支撑，采取“合作社＋公司＋基地＋农户”的方式，年出栏獭兔80万只，带动群众就业
5000余人，推动绿色农业高质量发展。 ■ 赵玉国 魏中强

獭兔“蹦”出群众好日子

陈举新（左）向果农讲解油桃管理技术

一村一品
实现年收益
30003000余万元

建设草莓
大棚320320座

制图：丁兴业

游客在采摘草莓游客在采摘草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