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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桐 郭洪广

5月26日，走进高唐县固河镇三甲
王村的泥鳅养殖基地，只见6个标准养
殖塘依次排开，塘内水波粼粼，基地负
责人张建男正在投喂饵料，泥鳅在水中
一边觅食一边欢快地游弋。

“这是‘台湾泥鳅’，一条最大可以
养到5两，肉质鲜嫩，营养价值高，体表
黏液可提取出来做美容产品，经济效益
非常好。”张建男手捧一条体型粗壮的
泥鳅，高兴地介绍。

张建男今年 38 岁，是镇上于 2018
年从东北“招”来的80后，不到5年，这
个新农人就将泥鳅养成规模，成为了名
副其实的“泥鳅大王”。

张建男中学毕业后，通过朋友介
绍，开始接触水产养殖行业。在众多
水产品中，张建男对泥鳅情有独钟。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实践，她逐渐
掌握了泥鳅产卵、孵化、养殖及病害
防治系列技术。来到固河镇后，在镇政
府的帮助下，张建男流转了三甲王村
的24亩土地，并投资16万元建设泥鳅
养殖基地，成立了建明泥鳅养殖专业
合作社。

泥鳅养殖属于特色养殖，张建男在
品种选择上颇费了一番心思。她打听
到“台湾泥鳅”不仅品质好，而且养殖管
护成本低、产量高，市场售价也很高，市
场前景看好。张建男再三考虑，于2019
年从河南省濮阳市引进了 300 公斤原

种“台湾泥鳅”苗，开始试养。“当年泥鳅
亩产2500公斤，除去成本，净利润达30
万元。”张建男说。

看到了泥鳅养殖的“钱”景，张建男
逐步扩大养殖规模。如今，养殖基地水
面面积达到36亩，年产9万公斤成品泥
鳅。望着满塘翻滚的泥鳅，张建男算起
了经济账：“1公斤泥鳅养殖成本在6元
左右，在市场上能卖34元左右，保守估
计一年可赚50万元以上。”

“去年，我们开拓了线上销售渠道，
销量一下就提高了三分之一，全国各地
都有订单。”张建男说，致富不能忘乡
邻，每年泥鳅上市期间，她都会请村民
到基地工作，按时给他们发放工资。“俺
把家里的两亩农田流转给了小张，现在

又在她的基地干些杂活，不仅每年可以
领到600元的租金，每个月还有2000元
的工资，比外出打零工划算多了。”村民
王龙利笑着说。

三甲王村位置偏僻，年轻人大多外
出务工，闲置土地较多。近年来，村里
一直在寻找合适的养殖项目，希望通过
发展养殖业带动乡村经济。看到张建
男养殖泥鳅十分成功，不少村民都准备
在她的帮助下，利用闲置土地发展泥
鳅养殖。“我计划采取‘合作社+基地+
农户’发展模式，向周边农户提供泥鳅
苗和养殖技术，再回收农户的成品泥鳅
进行深加工，带着大家一起增收致富。”
张建男说。

“泥鳅大王”的大买卖

■ 刘小希 王圆圆

当下，东昌府区广平镇北贾村的
樱桃采摘已接近尾声。不过，这并不
能阻挡大家“捡漏”采摘樱桃的脚步。

5月23日，又一批游客提着小篮
来到该村樱桃园，准备“捡漏”。站在
一旁的张晓，笑着用手机记录下了采
摘樱桃的火热场面。

“等这波客人走了，今年的樱桃
就‘清空’了。”张晓说，“过会儿我再
做个小视频发出去，跟粉丝朋友说声

‘明年见’。”
张晓今年30岁，是这座樱桃园的

工作人员之一，也是该村一名小有名
气的“网红”。有空时，她就会在大棚
里摆上手机架和补光灯，打开直播，

冲着屏幕吆喝自家买卖。再有时间，
她就会拍些短视频。视频里的她，手
不离大樱桃，脸上常带笑。

从今年年初开始算起，张晓做电
商还不到半年。不过，仅看“抖音”平
台数据，她已积累了 2000 余名粉丝，
获赞过万。

线上平台累积的人气，也提升了
线下采摘的热度。樱桃大棚负责人
吴延宝介绍，前段时间樱桃园平均每
天都能迎来200余名游客，“其中大半
都是被张晓的视频吸引过来的。”

除现场采摘外，他们还斩获了大
量本地、外地订单。为此，这些天，张
晓除了拍视频，还帮着一起将樱桃打
包装箱，准备分批发货。看着这一摞
摞的白色泡沫箱，张晓由衷感叹：“咱

农民的腰包慢慢鼓起来了！”
因为直播，北贾村的樱桃名声越

叫越响。不过，他们能把这份樱桃事
业红红火火干下去，也与该镇推出的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密切相关。

2020 年，广平镇整合 237 万元财
政专项扶贫资金，在北贾村建设了 9
座高标准保温拱棚。大棚产权归村
集体所有，承包费以分红的形式发放
给困难户。2021年，基于这一扶贫项
目，吴延宝、张晓等人开始了大棚樱
桃的创业之路。

在大棚樱桃产业发展过程中，广
平镇党委、政府在人力、物力、财力上
给予大力支持，明确了管护单位，确
定了项目帮包科级干部，实时跟进，
并定期派技术专员进行指导。2021

年夏，因连续降雨，大棚樱桃种植户
受损严重，该镇更是派出专人与农户
对接，以最快速度办理保险理赔，最
大限度减轻农户压力。

一系列帮扶和优惠政策，极大带
动了大棚樱桃产业飞速发展，实现了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今年，樱桃园的热度与人
气大增，大棚管理更加规范，樱桃品
种也有所增加。另外，在镇政府牵头
下，张晓还得到了参与电商培训的机
会，她计划在下半年一边养护果树，
一边提升自己。

采访即将结束时，吴延宝又接到
了一通订购樱桃的电话。电话中，他
笑着说：“今年咱的大樱桃都没啦，明
年给您留着，保证每个都又大又甜！”

熟了樱桃 红了日子

本报讯（通讯员 宋祺圆）“这个
活动不错，详细介绍了如何提高防溺
水安全意识，以后看护孩子更有针对
性了。”5月28日，度假区李海务街道
群众王明政，拿着志愿者发放的宣传
单页开心地说。

当天，李海务街道组织司法、信
访、民政、林业等部门，开展“五为”文
明实践志愿活动，在集市上向过往的
村民发放防溺水安全知识等宣传单
页。

“五为”文明实践活动，指为老、为
小、为困难群体、为需要心理疏导和情

感慰藉群体、为社会公共需要提供志
愿服务。

“我们举办的这次活动，主要包含
防电信诈骗、防溺水安全教育、秸秆禁
烧等知识，以提高群众的安全意识，引
导群众懂法用法。”李海务街道党工委
副书记李路燕介绍。

活动现场，志愿者通过发放宣传
页、摆放宣传展板、悬挂横幅等方式，
向群众普及相关知识，着力开展贴近
实际、普惠于民的志愿服务，教育引导
群众争做文明市民，积极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

李海务街道

开展“五为”文明实践志愿活动

5月26日，阳谷县狮子楼街道党员志愿者抢修队正在对辖区第一泵站的排
涝防汛设施进行全面检修、维护。

随着汛期来临，连日来，阳谷县狮子楼街道组织数支由党员志愿者和技术工
人组成的防汛抢修队，对本辖区沟渠、下水管道等排涝防汛设施进行全面检修、
维护，确保辖区排涝防汛设施正常运行。 ■ 本报通讯员 陈清林 胡来振

■ 沈欣欣

“你看这个地方原来是处土房子，现在变成了蔬菜育
苗园，光最近到集市上卖茄子苗、辣椒苗、西红柿苗，我就
赚了近万元。没想到我这老房子拆除、平整后还有大用
处了。”5月26日，东阿县刘集镇柳合束村村民孟宪德高
兴地说。

柳合束村按照“点面结合、重点突出”的原则，积极盘
活闲置宅基地，让“沉睡”的土地资源变成激活乡村振兴
的“春水”。原本低效、闲置的农房变成了农民增收的重
要平台，同时也激活各类资源要素，壮大了集体经济实
力。

“如今村里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把破旧的老房子都
拆了，不仅消除了安全隐患，也让整个村子都亮堂
了。现在栽上树、种上了瓜果蔬菜，村民吃瓜果蔬
菜更方便，村子也显得更规整了。”柳合束村党支
部书记孟庆光说，像孟宪德家的老房子，柳合束村一
个村就拆除平整了15处。

孟庆光介绍，刚开始推进这项工作时，村民担心一
旦老房子被拆除了，就无法享受以后的房改政策。得知
这一情况后，刘集镇党委政府对群众的顾虑及时进行研
判，为群众解开心结。老房拆除后都种上了瓜果蔬菜和
经济作物，既挖掘出经济潜力，也让村庄走出一条发展
新路子。

刘集镇深入推进残垣断壁集中整治工作，充分发挥
网格化管理的优势和作用，成立摸排小组，逐村逐户开
展“拉网式”排查。同时做好群众思想工作，讲道理、说
政策，认真研判，不断消除群众“不想拆”的后顾之忧。采取拆除破损屋顶、墙体
后保留原屋底茬的方式，引导群众自愿拆除危旧房，有效消除了“空心房”残垣断
壁拆除工作的梗阻。

截至目前，该镇共拆除、平整残垣断壁131处，消除了影响人居环境的痼疾，
村容村貌焕发出新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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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8日，一名游客
在临清市唐园镇瑶坡村
的“百年杏园”里采摘甜
杏。时下正值甜杏采摘
季节，杏园里每天都是一
番热闹的采摘景象。

唐园镇积极引导农
民种植“甜仁金杏”，依托

“党支部+合作社+农户”
模式，推动种植业规模
化、产业化发展，带动村
集体和村民双增收，助力
乡村振兴。

■ 本报通讯员 宋海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