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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通讯员 商贺 汤雁南

8 月 30 日晚 8 时，夜幕降临，华
灯初上。走进阳谷县红星广场夜
市，喧嚣的叫卖声中，弥漫着浓浓的
烟火气息。在广场南侧一个摊位
前，20 岁的郭广月正忙着向顾客介
绍他的产品——石膏娃娃。

“最近，画玲娜贝儿的特别多，画
玩具熊的不多了。在摆摊的时候我
会仔细了解客户的需求，哪个石膏娃
娃画的人比较多，我就多做一些，销
量少的石膏娃娃就不再做了。每当
看到顾客把纯白的石膏娃娃涂上颜
色，我就特别开心。”说起制作“石膏
娃娃”，郭广月的脸上笑开了花。

人称石头娃的郭广月，是阳谷县
侨润街道老唐村人。患有先天性小
儿麻痹症的他，从上小学起，就需要
家长每天陪读，一直到初中毕业。虽
然身体残疾，但是郭广月没有自暴自
弃。初中毕业后，他卖过爆米花，在
售楼处做过推销员，不断尝试各种工
作，自食其力。

2021年国庆节，郭广月在广场上
摆摊卖爆米花的时候，发现画石膏娃
娃的摊位，吸引了许多孩子。看到这
个商机后，郭广月回到家立刻上网查
询制作过程，并买来几个模具，试着
做起石膏娃娃，很快他就掌握了正确
配比和脱模时间。“虽然石膏是一种
凝固的魔法，但石膏娃娃的制作工艺

学起来真不难。”有了经验，郭广月说
干就干，每天白天制作石膏娃娃，晚
上到广场摆摊。

老唐村党支部书记周广起得知郭
广月在摆摊售卖石膏娃娃后，主动帮他
联系红星广场的摊位。看到他的生意
红红火火，周广起打心眼儿里高兴。周
广起还给郭广月联系了电商培训班。
在周广起的帮助下，郭广月开始通过网
络直播，向外地批发石膏娃娃。

“尽管批发的利润比零售要低很
多，一个娃娃赚不到几块钱，但是我
感到特别开心、充实。”经过一年的打
拼，仅制作石膏娃娃一项，郭广月的
年收入就达到了3万元。

郭广月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也

激发了村里其他脱贫户致富的内生
动力。在郭广月的带动下，村里 12
名脱贫户都忙活起来了。“有的申请
了村里的环保公益岗，每天扛着扫帚
积极工作；有的在驾校旁边摆起了小
吃摊。”周广起介绍，“村民都说，俺村
的这些脱贫户和原来不一样了”。

“光脱贫不行，还得致富。我计划
在做好石膏娃娃的基础上增加数字油
画、水精灵等DIY手工项目，再找两个
合作伙伴一起干，让跟我一样身体残
疾的人能自食其力，从心理上站起
来。”谈及未来，郭广月信心十足。在
他身后，一排排石膏娃娃排列整齐，
在歌声中看向远方。

石头娃会“魔法”
■ 本报通讯员 吴汉

“线上竞拍安全正规，整个过程做
到了公开、公平、公正。”8月28日，回忆
起竞拍交易成功的场景时，茌平区信发
街道安庙村村民何红仍然颇为激动。

8月9日下午3时，在聊城市农村集
体综合产权交易平台上，安庙村村集体
闲置资产进行了网上竞价。6位村民经
过107轮公开报价竞拍，最终何红以26
万元的价格成交，总标价超过底价16万
元，溢价率160%。这让安庙网格党支部
书记崔德贤非常高兴：“村民踊跃竞拍，
溢价率很高。而且，线上竞拍的方式使
整个过程更加公开、透明、公正。”

为充分做好村集体资产竞拍工作，
安庙村党支部多次召开党员及群众代

表会议，就村集体闲置资产清理问题进
行商议，并通过村务公开栏向村民发布
政策信息，接受村民集体监督。

信发街道相关负责人张长喜介绍，
此次线上竞价活动是茌平区完成的首
例农村集体资产网上竞拍，竞价的全过
程公开、透明，确保了农村集体资产交
易达到良好的公众监督效果。

目前，竞拍交易资金已顺利返还到
了安庙村集体公户上，这些资金将全部
用于发展农村集体等公益事业，促进农
村集体经济提档升级。

信发街道党工委书记杨光斌表示，
信发街道将把此次竞拍的成功经验向
辖区所有村庄推广，切实把资金合理利
用到农村的沟渠疏通、道路建设、农村
集体设施建设等民生公益事业上。

“拍”醒沉睡的资产

本报讯（通讯员 张震）“制作金
属丝盆景，最重要的是要有耐心，金属
丝越细，难度越大，枝条的一扭一转全
是功夫，寸寸都要小心……”8月27日，
阳谷县定水镇电商孵化中心培训室内
热闹非凡，15名学员围坐在一起，学习
金属丝仿真盆景手工制作技艺。

为进一步打造电商特色产品，帮
助妇女增加家庭收入，定水镇团委、妇
联和电商孵化中心组织开展了“巧手
点亮生活”手工艺培训活动。

活动现场，培训老师介绍了制作

金属丝仿真盆景的基础方法和操作步
骤，让大家充分了解了这一手工技
艺。参加培训的学员们听得津津有
味，在制作过程中碰到难题还会互相
讨论、互帮互助。

“以前，我一直在家闲着，得知电
商孵化中心开展免费培训，就抱着试
一试的想法前来参加，希望能学到一
技之长。这次培训不仅让我们学会了
手工技艺，还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居家
就业的新途径。”参加培训的学员杨长
静说。

定水镇

“巧手”点亮新生活

本报讯（通讯员 刁国辉）“西门
外放罢了三声炮，伍云昭我上了马鞍
桥，打一杆雪白旗空中飘 ……”8 月
27 日，茌平区胡屯镇寺后刘村文化广
场上，戏曲《南阳关》声韵悠长，余音
缭绕。

演员们通过通俗浅显的对白、铿
锵高亢且富有韵味的唱腔、精美别致
的服饰妆容、精湛老练的动作，将角
色诠释得惟妙惟肖，观众席中不时发
出阵阵喝彩。

“我感觉这次文化下乡活动很有

意义，不仅能让村民欣赏到精彩纷呈
的表演，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能
对移风易俗起到推进作用，倡树良好
的社会风气。”胡屯镇寺后村网格党支
部书记刘全华说。

胡 屯 镇 着 力 夯 实 基 层 文 化 基
础，将倡树美德健康生活方式和新
时代文明实践工作有效结合，积极
开 展 广 场 舞 比 赛 、惠 民 文 艺 演 出 、
送电影下乡等文化活动，陶冶了群
众的道德情操，提升了群众文化素
质。

胡屯镇

文化惠民展新风

本报讯（通讯员 王一鸣）8 月 25
日，阳谷县博济桥街道金谷社区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举办棉文化技能传
承公益志愿活动，邀请聊城市棉文
化手工博物馆馆长杨玉红就棉文化
手工制作技巧、市场前景进行详细
讲解。辖区热爱棉文化手工制作的
群众、志愿者共计 80 余人参加了活
动。

活动中，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
向参与人员发放手工制作所需的布
料、棉花，并就倒针、钩针等缝制技巧
为大家逐一演示讲解。此次活动邀请

各村（居）党支部书记进行现场观摩，
旨在发动更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入到
手工制作中，增加群众收入，共创棉文
化手工市场。

“非常高兴能够为大家普及棉文
化手工技巧，并分析棉文化市场前
景。阳谷县是劳动力大县，有很多热
爱手工、精通手工的能工巧匠，希望棉
文化手工能够为大家创业致富带来一
种新的思路，我们将对大家制作的棉
文化工艺品进行回购统销，带动更多
群众加入到棉文化手工制作中来。”杨
玉红说。

博济桥街道

棉文化带来致富新途径

8月27日，临清市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内，工作人员正在检查鸡苗生长情况。
新华路街道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是集肉鸡养殖和鸡肉系列高端食品供应链于一体的现代农业产业项目，2021年被评为“山东省现代农业产业示

范园”。示范园为养殖户提供鸡苗、技术等一条龙服务，回收成品鸡，并吸纳2000多人就业。 ■ 本报记者 朱玉东

■ 本报记者 王军豪

“到了中秋节，这些梨就可以上
市了。”9 月 2 日，茌平区洪官屯镇官
庄村党支部书记罗俊岭看着已经生
长四年的秋月梨，言语中满是憧憬。

这85亩秋月梨，是罗俊岭心头的
宝贝疙瘩。四年前，罗俊岭种下秋月
梨，今年是秋月梨第一年坐果。四年
的付出，终于看到了收获的希望，罗俊
岭难掩喜悦之情。“前几天，莱阳的客
户打电话来，专门询问了秋月梨的长
势。”罗俊岭说，客户表示，直径超过6
厘米的秋月梨，最低收购价为每公斤
9元。

罗俊岭的秋月梨种植基地，就在

村南。未见梨树，已闻梨香。一排排
秋月梨树从东向西依次排开，仿佛待
检阅的士兵，拳头大小的秋月梨挂在
枝头，苍翠间点缀着金色的希望。“东
边的这些还没拉枝，西边的那些已经
拉枝了，等明年就把这些梨树全部拉
枝，预计到时候一亩地能产2500公斤
梨。”罗俊岭说。

基地里，每亩地种有220棵秋月
梨，株距1米，行距4米，梨树下却满
是杂草。看着记者难解的表情，罗俊
岭解释道，杂草是果树重要的有机质
来源，每年割草两到三次，割下来的
草不运出去，而是直接埋在地里，以
补充土壤的有机质。果树的根系要
比杂草强得多，吸收水分和吸收肥料

的能力要远远大于杂草，也不存在杂
草和果树争光的问题。“果园要留三
遍草，就是这个道理。”

建起来这个基地，罗俊岭没少
下功夫，光前期调研就跑了好几个
省。“那两年，河南漯河、安徽砀山，
还有咱山东的莱阳，我都去考察
过。”罗俊岭说，最终选定种秋月梨，
一是因为好打理，二是因为在市场
上受欢迎。秋月梨品质好、糖度高、
口感好，价格虽然高，但在市场上仍
然供不应求。

建基地的成本不算低，梨树苗每
棵价格26元，就连梨上套的袋子也要
比普通袋子贵，而这些土地，都是罗
俊岭从村民手中流转过来的。“每亩

地按当年 500 公斤小麦的市价付租
金，就高不就低。”罗俊岭说，村民从
土地上“解放”了出来，有的去工厂上
班，有的在基地打零工。在工厂上班
的每月能收入 4000 元到 5000 元，而
到基地打零工的，每小时也能挣12元
的工资。

罗俊岭说，农民种地很辛苦，他
种秋月梨的目的，就是想为大家带个
头，为大家探探路，看看如何利用好
土地，让生活过得更好。看到今年秋
月梨行情不错，好几个村民来找罗俊
岭商量，也想发展果树种植。记者临
走时，罗俊岭说：“明年这个时候你再
来看看，我们村肯定又是一个新模
样。”

秋月梨香飘官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