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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通讯员 刘明明 胡袁同晶

茌平区肖家庄镇小高村的老韩兔，是一道味道独特的美食。
这道特色美食以当地饲养的肉兔为主要食材，后经烟熏和自然风
化制作而成。

打开老韩兔包装袋，一股咸香的气味扑面而来。撕下小小一
条肉丝放在嘴里慢慢品尝，味道鲜香，口感不柴、不腥，细嚼慢咽
后，口腔里荡漾着淡淡烟熏味，留味绵长。

老韩兔中的“老韩”名叫韩守岭，是小高村的“新村民”。2016
年，茌平区财政局帮包小高村，三请老韩，把这个外乡的“兔子大
王”请到村里建企业养兔子。那时，小高村还是黄河故道上的一个
省定贫困村，没有产业支撑。

老韩一来，在各级政府帮扶下，村里建起年产80万只商品兔
的标准化肉兔养殖场，逐步形成一条从育种、养殖、屠宰，到生产兔
粪有机肥、兔文化旅游的完整产业链。在兔产业的带动下，村里一
年就脱了贫，成为远近闻名的“兔子村”，村民们也变成了土地有租
金、打工有薪金、年底分红有股金的“三金”农民。

2020年，突发疫情，老韩家的兔场近两成的兔子找不到买家。
有一天，儿子韩行的一句话点醒了老韩：“又馋风干兔肉了……”于
是，老韩决定把库存做成熟食投放市场。

父子二人带领有20年从业经验的熟食加工师傅及其弟子共
同操刀，多次实验，最终研制出具有独特风味的美食老韩兔。他们
选用1.5公斤以上的肉兔，将其剥去内脏，风干七天以后，再把花
椒、大茴、小茴、砂仁、苹果、豆蔻、丁香等22味调料按比例配好，兑入老汤卤制，用
武火烧煮一小时后，再用文火煮一小时，凉后捞出即成。因为耐嚼，当地人常常会
把老韩兔当零食来吃。看电视时，取出一块切好的肉块，用手顺着肉的纹理，一丝
一丝地把肉撕下，放入口中咀嚼，直到香味全出。

如今，在当地群众口中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老韩兔老韩兔，就是想吃忍
不住”，老韩兔成为了小高村的特色美食。两年来，韩守岭多次携老韩兔参加山东
省内的美食文化节活动，获得省名优小吃奖项，在天津、上海等展销会上也崭露头
角，老韩兔知名度不断提升。

■ 本报通讯员 郭洪广

7 月 18 日，在高唐县固河镇张浩
村马建平的秋葵种植基地，羊角形状
的黄秋葵挂满枝头，淡黄色的花朵在
绿叶的衬托下十分抢眼。马建平正和
10多名工人熟练地将成熟的秋葵从枝
头掰下。“黄秋葵是一年生草本植物，
全身都是宝，具有增强免疫力、抗疲劳
的作用。当下正是黄秋葵采摘好时
节，采摘时间要求非常严格，每天都在
产果，每天都要采摘，当天不采的话，
第二天果实就老了，不能卖了。”马建
平一边采摘一边介绍。

今年51岁的马建平一直在外做生
意，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得知种植黄秋
葵效益好，便有了引入种植的想法。
他利用工作之余学习黄秋葵的种植方
法，又到周边县市多方论证考察。
2016 年春天，在固河镇有关部门及村

干部的帮助下，马建平在邻近的西赵
村流转土地 20 亩，投资 3 万元平整土
地、购置种子及灌溉设备，开始了黄秋
葵的种植。

由于提前学习了种植技术，加上
黄秋葵作物的生长适应能力强，产量
比较高，仅半年的时间，马建平种植的
黄秋葵就获得大丰收。他先是联系了
当地以及周边县市的几个大饭店，又
在网上找了几个收购商，最终利润有
10万元左右。尝到甜头的马建平下决
心扩大规模，到现在种植面积已达60
亩，其家庭年收入由之前的10万元增
加到80万元。

秋葵种植面积的扩大，吸引了周
边村民前来务工。“俺一直在这里打
工，栽苗、浇水、施肥、分拣，一天80块
钱，地里和家里的活也不耽误。”正分
拣黄秋葵的李西村村民刘秀珍高兴地
说。

“黄秋葵具有种植成本低、效益
高、自身抗病虫害能力强的特点，从播
种到第一批嫩果形成仅需45至60天，
整个采摘期最少4个月。”马建平说，今
年的疫情并未影响到黄秋葵的价格，
相反，较去年还有所上涨。基地里的
黄秋葵都是销售给周边城市的批发
商，批发价是每公斤6元多，按目前的
长势和销售情况，今年60亩黄秋葵的
收入将达百万元。

“工人们都是下午采摘，批发商傍
晚来购货，第二天一大早进入各大商
超，这样可以保证黄秋葵的新鲜度。”
马建平介绍说，他今年投资20万元建
了一座蔬菜保鲜库及170多平方米的
收售集散场地，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
供、销一条龙产业链，旺季时产量高，
黄秋葵远销北京、天津等大城市。

小秋葵种出大效益，好产业拓宽
增收路。周边村很多村民前来“取

经”，马建平耐心、细致地讲解黄秋葵
的种植方法，分享他的种植经验。为
打造出一条“黄秋葵通往市场之路”，
他正着手成立农业专业合作社。“现在
黄秋葵市场销量很好，我准备明年继
续扩大种植规模，把黄秋葵的花、籽和
鲜果进行深加工，生产更多有价值的

‘衍生品’，带领更多的村民一起种植，
共同致富。”马建平说。

固河镇按照“小品种，大产业”的
思路，瞄准市场需求，依托区位、气候
优势，因地制宜，大力发展高附加值、
高品质、市场前景好的优质高效特色
农业，通过培育黄秋葵、芦笋、有机菜
花等特色农产品品牌，助推瓜菜产业
迅速发展。目前，全镇瓜菜种植面积
8600亩，培植瓜菜品类20余种，瓜菜产
业的发展不仅给农民的生产、生活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为农民增收致
富、助力乡村振兴提供了可靠保障。

秋葵敲开“致富门”

本报讯（记者 苑莘） 7月19日，
莘县柿子园镇陆续启动送服务进村活
动，将涉及残疾人的残疾评定、康复指
导、辅具适配等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受到群众好评。

“有的残疾人及其家人对政策理
解不够透彻，办事时材料带不全，造成
往返多趟跑；有些残疾人出行不方便，
需要监护人或亲邻专门挤时间，来回
折腾。”该镇干部王国强介绍起活动举

办的初衷时说，这次助残服务入村上
门，真正把便民服务工作做到了“家”，
也将关怀与方便一起带给残疾人。该
镇便民服务中心深化“五为”新时代文
明实践志愿服务，积极创新帮办代办
方法，拓展便民服务深度。针对部分
行动不便的群众，帮办代办人员采取
上门服务、延时服务、电话预约服务，
由“群众跑”变“干部跑”，把方便让给
群众，让群众少跑腿。

柿子园镇助残服务送进村

本报讯（记者 苑莘） 合作社为
村集体带来了 50 万元以上的经济收
入，这份成绩单“拉满”了东丈八村村
民的幸福感。7 月 20 日，莘县大王寨
镇东丈八村党支部书记辛登涛介绍，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改变了村集体“无
钱办事”的窘迫状态。过去一段时
间，我市实施“头雁领航”，为乡村振
兴选树一批有能力、有责任感的带头
人，推动了富农产业发展。

我市聚焦基层党建、乡村振兴等
重点任务，构建重在平时的识人机

制，全面实施乡村振兴实绩考核制
度，优先提拔使用表现突出的干部，
推动敢担当、能担当、善担当在乡村
振兴一线蔚然成风。在“头雁”的带
动下，全市富农产业发展卓有成效。
目前，莘县已成功创建为国家级小麦
制种大县，高唐县姜店镇成功创建为
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农产品加工
业实现较大突破，1—5 月份，规模以
上农产品加工企业 484 家，总营业收
入 352.6 亿元，同比增长 9.5%。家禽
加工产业集群入选省“十强”产业“雁

阵形”集群，冠县灵芝、冠县羊肉、临
清桑黄纳入2022年第一批“全国名特
优新农产品”名录。

富农产业的发展，还为我市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巨大作用。我
市防返贫暨乡村振兴智慧云平台已
实现脱贫享受政策户、动态监测户帮
扶责任全覆盖。我市还在全省率先
实现扶贫项目全流程可视化管理，
1425 个产业项目全部纳入监测管理
平台，并连续三年获得全省扶贫绩效
评价奖补。

我市实施带头人“头雁领航”工
程，启动村级党组织分类推进整体提
升三年行动计划，将2166个村党组织
划分为“示范”“创优”“强基”3 种类
型。选派 870 名第一书记、606 名“加
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队队员
开展驻村帮扶。目前，我市土地流转
面积达387.71万亩，占比超过48%，高
于全省平均水平；被确定为高标准农
田建设保险机制试点市；整合涉农资
金 8.99 亿元，涉农贷款余额 1551 亿
元。

我市培育富农产业领航人才

7月19日，在东昌府区堂邑镇鲁西黑头羊繁育养殖基地，畜牧兽医技术人员
对黑头羊进行疫病常规临床检查。

东昌府区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服务中心坚持定期对辖区牲畜和家禽开展口
蹄疫免疫效果监测和流行病学调查，保障畜产品质量安全，促进畜牧业健康稳定
发展。 ■ 本报记者 朱玉东 本报通讯员 张振祥

本报讯（通讯员 孙聪聪）“‘百事
帮’可是支服务群众的好队伍，村里大
小事都有他们的身影，经常给我们老百
姓帮忙。”7月21日，提起“百事帮”，阳
谷县郭屯镇九都杨村的五保户杨庆华
老人赞不绝口。

自今年2月揭牌成立以来，九都杨
“百事帮”志愿服务队积极发挥志愿服
务作用，定期召开社情民意座谈会，整
合党建、服务资源，提供“点单”“接单”
等菜单式服务，促进资源融合贯通，实
现供需精准对接。

杨庆华表示，“百事帮”志愿服务队
常去老人家里探望慰问，帮老人打扫卫
生，还主动帮老人联系家庭签约医生，
让他们每月享受一次上门访视和健康
问诊服务。

郭屯镇聚焦农村群众关切的民生
问题，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构建
九都杨“百事帮”志愿服务队伍。九都
杨“百事帮”关注群众生活大小事，从化
解矛盾纠纷、整治居住环境、助老扶贫、
开展庆佳节文化活动等多维度打开为
民服务新格局。

郭屯镇打造“百事帮”服务品牌

小
高
村
出
了
新
美
食

7月19日，在开发区北城街道苏庄村，村民在新建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亭投放垃圾。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是建设美丽乡村的必由之路。我市有序推进乡村垃圾分类工作，在农村建起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宣传栏、生活垃圾分类收集亭，使垃圾分类

工作深入乡村，提高村民的垃圾分类意识，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乡村。 ■ 本报记者 许金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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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通讯员 张文青 张峰 甄琦理

“过去，我们村只有几名党员，村
民大都外出务工，村内大小事务几乎
处于无人管理的局面。这几年，我们
狠下决心，抓班子建队伍，创新实施党
员积分制管理制度，设立‘积分卡’、建
立‘光荣榜’，推行党员分包联户工作
机制，让每名党员都有‘责任田’，实现
了为群众提供全天候服务。”7 月 22
日，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阳谷县
侨润街道西八里营村党支部书记陈
少春神采奕奕地向阳谷县乡村振兴

“擂台比武”活动评委介绍情况，赢得
评委频频点赞。

今年阳谷县研究制定了《2022 年

度全县村乡村振兴“擂台比武”活动实
施方案》，明确活动目标、比武内容及
方法举措，通过演讲汇报谈做法、作交
流、找差距、促提升，引导村干部苦干
实干、奋力争先，激发“头雁效应”。

阳谷县委组织部及时总结推广
全县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典型案例和
创新经验。在上台演讲前，组织基层
党组织书记和党务干部到山东恒德
塑胶有限公司、阎楼镇张岩寨新村和
关庄新村等地进行现场观摩，了解产
业链党建、新村融合发展、土地流转
促村集体经济增收等方面的好经验、
好思路。大布乡高庄新村党总支书
记谷振林观摩后谈到：“实现新村融
合全方位发展，仅搞好村集体经济这

一项还是不够的，基层党建、信访维
稳、人居环境治理、疫情防控、反诈宣
传、扶贫帮困解难等职责也需要一起
抓。”各村党支部书记在现场边走边
看，边找差距。

首期“擂台比武”由西湖镇仓子
村、博济桥街道前李村等 6 个示范村
党组织书记依次采取短视频展示乡
村面貌、PPT演示工作思路的方式，用
一组组真实数据、一张张实景照片、
一个个典型案例，亮出各自抓党建促
乡村振兴的答卷。经过激烈角逐和
现场评分，评选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
2名、三等奖3名并当场颁奖。“在擂台
上，各村党支部书记一较高下，所获
成绩与村党组织书记专业化管理挂

钩，大家‘争第一、看第一、超第一’的
氛围更加浓厚了。”阎楼镇党委书记
李森说。

“擂台比武”结束后，阳谷县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孙建德表示，开展此
次活动是县乡村三级领导班子换届
以来一次别开生面的“沙场点兵”，是
深入落实全县“组织工作规范化建设
年”要求的一项重要举措，是全县各
级党组织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的应
有之义，阳谷县要在发展壮大村级集
体经济上有所进步，在加强乡村治理
服务群众上有所创新，在班子队伍建
设上有所作为，为全面实现乡村振兴
提供坚强保障。

““擂台比武擂台比武””激发头雁效应激发头雁效应

7月15日，东昌府区闫寺街道秦庄村党支部书记、经济合作社理事长秦来全
领到了全村660亩的土地分红。东昌府区供销社浩伦农业服务有限公司以土地
托管为切入点，开展集约化大田粮食现代化生产和经营。目前，该公司已与44个
党组织签订了2万亩土地的托管协议。■ 本报记者 朱玉东 本报通讯员 张振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