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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通讯员 李爱明

新鲜的叶菜生机勃勃，黄河鲤鱼
欢快游弋……1月10日，笔者在东阿
县绣青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看到，借
助鱼菜共生系统，该合作社实现了鱼、
植物、微生物三者之间的生态平衡。

除了鱼菜共生系统，该合作社还使
用了循环水养殖系统，通过手机App就
可以查看水体的pH值、溶解氧、氨氮和
亚硝酸盐等指标。“利用科技手段养殖
黄河鲤鱼，既省心又省力，实现了‘鲤跃

龙门’。”该合作社负责人刘磊说。
依靠科技的力量，经过多年的发

展，该合作社的养殖面积达到3000多
亩，年销售额4200万元，辐射带动300
多户群众增收致富。

东阿黄河鲤鱼具有“金鳞赤尾、
体形梭长、游姿娇美”三大特征，其口
感爽滑、味道鲜香、营养丰富，被誉为
黄河鲤鱼之冠。作为“中国黄河鲤鱼
之都”，东阿县乘着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的东
风，制定了《关于发展“东阿黄河鲤

鱼”特色产业助推乡村振兴的意见》，
采取合作社示范带动、统一良种、统
一饲料、健康养殖、精品生产、加大补
贴等多种措施，促进了黄河鲤鱼产业
快速发展。目前，“东阿黄河鲤鱼”已
成功申请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

鲤鱼质量高，品种是关键。该
县与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
研究中心开展联合攻关，加快对黄
河鲤鱼原种的选育、提纯，为掌握产
业“芯片”筑牢了基础。该县还开发
了线上服务平台——“渔业通”App，

使 100 余名养殖大户能通过该平台
与国内知名专家交流各种技术问
题。为拓宽销售渠道，东阿县积极
组织养殖企业参加博览会、农交会，
与大型餐饮企业、水产品营销企业
对接合作，并采取了电商、微商等现
代营销模式。

目前，东阿形成了以优质东阿黄河
鲤鱼为核心，集原种保护、繁育、养殖、
科研、流通、餐饮、休闲、文化于一体的
产业体系。全县拥有水产养殖专业合
作社22家，养殖水面面积达600公顷。

“鲤跃龙门”背后的科技力量

■ 本报通讯员 马雪

小厕所、大民生，农村改厕“三分
建、七分管”。为巩固农村改厕成果，
保证改后厕所“有人管、用得住、管得
好”，冠县全方位提升卫生厕所的使用
率和群众满意度，做好农村厕所革命
后半篇文章，助力乡村振兴。

智能化管护
群众使用更方便

“你好，我们家厕所的粪污满了，
今天过来抽一下吧。”1月6日，冠县兰
沃乡西张庄村村民王保超发现自己家
的厕所很快就要满了，拿起手机拨打
了厕所门口“改厕标识牌”上面的服务
电话。不到半个小时，清运服务人员
就开着吸污车到达了王保超家中。

小厕所关系着大民生。为重点解
决“有人建、无人管”问题，冠县投入
1775 万元，委托威海格润环保公司为

全县农厕后续管护提供一站式服务，
搭建“一条龙”改厕智能化管护平台，
建立厕具维修服务体系和粪污清运服
务体系。在每家每户厕所门前悬挂改
厕标识牌，写明报抽电话和报修电话，
群众有需要，一个电话就能上门服务。

提升软硬件
群众满意度更高

“农村改厕的关键是调动群众使
用的积极性。”冠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局长王学广说。为进一步解决农村改
厕存在的问题，冠县开展农村户厕问
题摸排整改“回头看”，针对压力水桶、
厕屋、便池、排气管等6个方面进行逐
户摸排，填写《户厕问题摸排情况表》，
做到“一户一表、一村一册”。

针对以往群众反映较多的雨天落
水、夏天多蝇、冬天易冻等问题，2022年，
冠县整合资金687万元，专项用于搭建厕
顶、安装厕门、加装保温设施，分批有序地

改造提升。
针对以往付费抽厕，致使群众积

极性不高，甚至农户自行清掏、粪污随
意乱倒，改后农厕弃之不用的问题，冠
县统筹整合省级奖补资金 392 万元，
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由专业粪液
抽取公司，对全县所有改厕户实施每
年免费抽取服务2次。免费抽厕实施
以来，全县改厕户每月报抽数量 9000
户左右，是原来月均2000 户的4.5倍，
农户报抽率和群众满意度明显提升。

针对老人如厕难问题，冠县为全县
2177户60岁以上老人免费安装坐便器
和冲水箱等设备，有效解决了压力水桶
不好用的问题。同时，积极推广一体化
装配式厕所，免费为全县脱贫享受政策
户进行安装，目前已安装392处。

无害化处理
循环利用更有效

“用了这个液态肥，大棚的黄瓜

不仅瓜秧旺，而且长得又直又好，颜
色也更绿。”1 月 8 日，冠县烟庄街道
五岔路村黄瓜种植户安晓红第一次
使用液态肥后很是满意，她说，“使用
液态肥后的黄瓜在产量上一茬能增
产二三百斤不说，价格还高，以后还
要继续用”。

为实现粪污循环利用，冠县将 18
个乡镇（街道）按照“区域就近、人口相
对聚集”的原则，建设处理能力300立
方米的无害化处理站7处。采用“生物
菌种+好氧生化”工艺，对粪污进行无
害化和生化处理，经过5至7天处理过
程，灭除病菌虫卵等有害物质，将粪污
加工转化为液态有机肥。

该 县 结 合 自 身 果 蔬 大 县 的 实
际，设置小麦、蔬菜、果树等 5 类液态
有机肥农林作物试验基地，实现了
粪污及时有效无害化处理、资源化
利用。

“改”出农家新生活
——冠县做好农村厕所革命后半篇文章

■ 本报记者 赵宗锋

“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更加深
刻地认识到移风易俗带来的好处。”1
月11日上午，茌平区贾寨镇耿店村村
民耿付征笑着说。作为村里的年轻
人，他看到移风易俗带来的变化，由衷
地感到高兴，“我们要做移风易俗的践
行者，用行动响应移风易俗倡议，做推
动文明进步的主力军。”

近年来，耿店村以移风易俗为突
破口，深入开展“倡导移风易俗、推进
乡村文明”系列主题活动。村里的移
风易俗志愿者与红白理事会发挥积极
作用，引导广大青年简办婚嫁喜事、抵
制攀比之风，倡导新风尚。

“一个总的原则就是，喜事拒绝
天价彩礼、铺张浪费，白事杜绝繁文

缛节，提倡厚养薄葬。”村党支部委员
耿传喜说，现在耿店村富了，村民腰
包鼓了，但这不是铺张浪费的理由，
大家要更加注重乡村文明建设。

“主家生活条件再好，白事上也是
一碗杂烩菜。”耿传喜说，村里前几年
修缮了村级殡仪馆、村级公墓。谁家
有白事，有一套规范的操作流程。比
如在标准的墓穴里安放骨灰盒，早就
不让用大棺材了。仅此一项，就能为
主家省下不少费用。

薄葬的另一面，是厚养。在耿传
喜看来，如今日子过得好了，家家争
着孝敬老人。“以前生活条件差，还有
不供养老人的情况，现在谁也不这
样，都觉得丢人。”耿传喜说，村民如
今从内心体会到移风易俗带来的可
喜变化。

“我们要做移风易俗的践行者”

本报讯（记者 夏旭光）1月9日，
记者从新华路街道获悉，该街道整合
各方资源，多措并举助力青年创业就
业。2022年共接待青年咨询1600多人
次，开展来料加工、大棚蔬菜种植、计
算机等培训24次，培训2700多人次。

该街道开展了“青春榜样课堂”活
动，邀请在相关领域或行业取得一定
成就的年轻人，以讲述个人成长经历、
座谈交流等方式，向青年灌输理想信
念，动员广大青年自主创业。积极构

建新媒体体系，畅通信息传送渠道，借
助手机、互联网平台，通过互联网向广
大青年及时传递就业招聘信息、就业
见习岗位信息、工作动态、业务知识及
创业方向，有效解决了信息发布滞后
的问题，为青年拓展了信息获取渠道，
取得了良好成效。开展“青年汇”活
动，定期组织青年与资深专家进行交
流，分享成长经历与成才梦想，为具有
创业精神、热爱生活的青年们提供了一
个交流的平台。

新华路街道

多举措助力青年创业就业

1月11日，在茌平区贾寨镇耿店村现代农业科技园温室大棚内，村民在采摘
西红柿。春节将至，辣椒、黄瓜、西红柿等大棚蔬菜纷纷上市，村民们忙着采摘销
售，供应节日市场。 ■ 赵玉国 宋月凤

本报讯（通讯员 籍兆林）“孩子
们，写毛笔字时一定要注意坐姿，拿笔
姿势是这样的……”1月7日，在临清市
八岔路镇杨坟村杨乃森的家中，志愿
者张善忠从基本姿势讲起，让孩子们
体验毛笔字的写法。志愿者叶婷婷现
场为孩子们书写了勉励学习的成语，
在提高孩子们阅读兴趣的同时，激发

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喜爱。
八岔路镇依托家庭图书馆，成立

“五色花”非遗文化志愿者服务队，开
展书法、剪纸、武术、绘画、楹联诗词教
学等活动，同时围绕“学习共同体”“阅
读共同体”，开展跳绳、下棋、成语接
龙、亲子阅读等一系列活动，极大丰富
了孩子们的精神生活。

八岔路镇

家风溢书香 文明润四邻
1月11日，茌平区振兴街道的书法爱好者正在展示春联。当日，振兴街道文化站组织茌平区书法爱好者，以“疫去春来”为主题书写春联，为社区居民送去新

春祝福，迎接新春佳节的到来。 ■ 史奎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