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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苑莘

“散装羊肚菌干品的价格为每斤
1200 元，但是包装之后就可以达到每
斤2000元，我们计划加快推进羊肚菌
的深加工。”1 月 13 日，莘县羊肚菌种
植大户徐胜平介绍。

徐胜平在莘县种植推广羊肚菌，
在当地带动起羊肚菌种植的热潮。
近年来，我市在农业发展过程中坚持
龙头带动，在全市打造了至少10个优
势特色产业集群，100 个现代农业产
业园和1000个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
强、经济效益好的规模经营主体。

优势集群“串珠成线”

莘县围绕持续增强比较优势的目
标，积极推进瓜菜菌产业提质增效，不
断优化产业格局，打造了精品香瓜、绿
色西瓜、精致蔬菜、安心韭菜、有机山

药、极品蘑菇、放心畜禽等7条种养带，
将100万亩蔬菜“串珠成线”，打响了“中
国蔬菜第一县”的名号。

在市级层面，我市采取了同样的
策略。我市依托精品粮油、绿色蔬菜
等优势特色产业，实现了集群成链，培
育莘县瓜菜菌、东阿黑毛驴等品种优
良、规模较大、融合程度较深的多个优
势特色产业集群。以畜禽生产集群为
例，我市已建成全国重要的大型白羽
肉鸡生产加工出口基地、全国最大的

“817肉鸡”繁育加工基地，年营业收入
200亿元以上。

产业园中“三产融合”

寒假期间，我市多个现代农业产
业园成了中小学生的体验馆。“去年天
香酿造正式加入了研学游线路。寒假
里不少孩子选择来这里体验古法酿造
文化。”1 月 13 日，天香酿造博物馆工

作人员张晓燕介绍。
天香酿造是东昌府区嘉明经济开

发区农副食品深加工特色优势食品产
业基地中的一员。过去几年，我市立
足县域、镇域优势特色产业，以标准
化、规模化种养为基础，实施国家级、
省级、市级、县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四级
联创，建成市级及以上产业园100个。

东阿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是
其中的翘楚。该产业园聚焦黑毛驴
产业发展，逐步形成集规模养殖、精
细加工、高科技研发、精品旅游于一
体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新业态，培
育国家级、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各 1 家，扶持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191 家，带动全国各地近百家企业发
展毛驴产业。

新主体带来新动能

目前，高唐县锦鲤规模养殖场达

到 19 家，养殖面积 5000 余亩，年繁育
优质锦鲤过亿尾，年产值7亿多元。

小小锦鲤缘何游出了亿元大产
业？奥妙就在该县锦鲤产业的经营主
体从个体养殖户转向了合作社、企
业。该县以特色锦鲤产业为依托，发
展“合作社+养殖户”的运营模式，培育
了独秀、吉祥等一大批起点高、辐射带
动能力强的锦鲤养殖龙头企业，在业
内赢得“中国锦鲤看北方，北方锦鲤看
高唐”的美誉。

龙头企业依托合作社将养殖户
聚拢在一起，这种新型规模经营主体
为我市农业发展提供了强力支持。
过去几年，我市聚焦优势特色产业新
业态、新模式，培育种养大户、家庭农
场、农民合作社、电商等 1000 个新型
规模经营主体，提升农业规模化经营
管理水平，培育了农业农村现代化新
动能。

富农“龙头”舞起来
——记我市农业发展的“十百千”

■ 本报通讯员 霍丽丽

1月14日，临清市魏湾镇李圈村
的藕农们正在坑塘里忙碌着。虽然天
气寒冷，但他们干起活来仍然劲头十
足。不一会儿，一根根莲藕挣脱出泥
泞，在高压水枪的冲刷下，露出胖乎乎
的身影。

“挖藕是体力活，也是技术活，行

家里手用脚一探就能知道藕往哪里
长。有些藕长1米多，想要挖得完整，
需要巧劲。”村民李文昌说，每年这段
时间他都跟着合作社挖藕。

为了改善农村居住环境，增加
村集体收入，魏湾镇不断加大废旧
坑塘开发利用力度，对全镇废弃坑
塘进行了清淤扩容、垃圾清理和绿
化美化。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工作，

重点对李圈村村南的几处闲置废弃
坑塘进行集中清理整治，依托乡村
振兴项目，发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作用，发展坑塘经济。

“魏湾镇和我们村的众富莲藕种
植合作社达成合作，采取‘党支部+
合作社’模式发展生态莲藕种植，资
产和收益由我们六个村共同所有，收
获的莲藕一半归集体一半归个人，从

而实现集体、农户双增收。”李圈村党
支部书记李文朋介绍。

“我们合作社成立以来，已经为
村集体增收了近 16 万元，前景一片
大好。我打算扩大种植规模，吸引
更多劳动力，打造魏湾莲藕品牌，
助力全镇乡村振兴和经济发展。”
众富莲藕种植合作社负责人李继常
满怀信心地说。

“藕”遇丰收季 泥里刨“金”忙

本报讯（刘加明 白林祥）“天这
么冷，谢谢你给我家送来年货。”1月13
日，茌平区乐平铺镇木梳刘村脱贫户
刘恒生从帮扶责任人李翠翠手中接过
食用油等慰问品时，再三表示感谢。

连日来，乐平铺镇组织开展新春
“送温暖”活动，表达对脱贫群众的亲切
关怀，提高他们的获得感、幸福感。

活动中，帮扶责任人详细了解了

脱贫户的家庭收入、健康状况、子女就
学等情况，鼓励他们保持积极乐观向
上的生活态度，勇于克服当前困难，依
靠自身的努力和党委政府的帮扶，把
日子越过越红火。同时，还向他们宣
传了疫情防控、电信反诈、用火用电安
全等知识，叮嘱他们注意防寒保暖、做
好自我防护，过一个平安健康快乐的
新年。

乐平铺镇

情系脱贫户 走访暖人心

本报讯 （通讯员 张震） 1 月 16
日，阳谷县定水镇草寺村村民陈丙洋收
到一份特殊的礼物——特别定制的家
训牌匾。接过牌匾，陈丙洋高兴地招呼
家人在客厅里挂了起来。

“这家训牌匾一挂到墙上，瞬间感
觉家里文化气息浓厚了。我们以后一
定把家里拾掇得更干净，给邻居们做好
榜样！”陈丙洋笑得合不拢嘴。

“收到这‘文化年货’比收到米面油
之类的物质奖励还高兴。”陈丙洋的妻
子张倩倩说，“身教重于言传，家风家训
是给孩子最好的教育。”

“送家训”活动不仅提高了辖区居
民创建“美丽庭院”的积极性，鼓励他们
以传承好家风好家训为荣，同时也激励
和引导更多家庭以先进为榜样，创“美
丽庭院”，传优良家风。

“我们以‘送家训 美庭院 迎新春’
活动，引导群众从‘要我做’转变为‘我要
做’，发动广大妇女和家庭成员自觉成为
创建美丽庭院的主力军，成为人居环境
整治的参与者、实践者、维护者、监督
者。”定水镇党委书记闫瑞鹏说，“该活动
将带动更多的家庭见贤思齐、向善向美，
让家庭文明、庭院美丽成为自觉行为。”

定水镇

送家训 美庭院 迎新春

1月15日，阳谷县侨润街道国庄村村民正在搬运供应春节市场的传统手工红薯
粉条。阳谷县利用当地资源优势，积极发展传统手工粉制品加工产业，通过党支部领
办合作社和电商销售的形式，壮大村集体经济，助力乡村振兴。 ■ 宋延安

1月13日，阳谷县高庙王镇高庙王村养殖户在捡拾鸡蛋。春节将至，阳谷县抓好冬季农业生产，加强种植、养殖业管理等工作，确保冬季市场供给。
■ 陈亚晴

本报讯（通讯员 王保文）1月16
日，笔者从高唐县三十里铺镇获悉，该
镇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
积极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
风，以新时代文明实践助推“文化铸
魂”，取得了良好成效。

三十里铺镇全力打造中国锦鲤文
旅小镇，推行锦鲤产业园区、美丽生态
宜居社区、马颊河景观带田园风光区

“三区联建”，促进产业融合发展，确保
群众安居乐业。

实施“文化兴村”战略，让传统文
化“活”起来。三十里铺镇通过夯实
乡村文化硬件基础，推进建设禅石
艺苑、家风家训馆、文化广场、老年
活动中心等场所，保持民俗文化持
续繁荣。

三十里铺镇以非物质文化遗产麦
秆画、木版刻画、剪纸等为主，开展非

遗手艺公益培训，发展民俗文艺产业，
创作正能量作品，实现了文化效应向
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有效转化。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心
促进道德建设。三十里铺镇评选道
德模范，开展志愿服务，持续深化移
风易俗，修订完善村规民约，有效提
升了群众综合素质，营造了文明乡
风。

借助书画名人效应和传统文化
优势，三十里铺镇党委政府因势利
导，引领河崖孙村党支部积极创新
乡村振兴思路，主打“文化兴村”战
略。在党建引领下，河崖孙村组建了
以传统书画和民俗手艺为主的创作
团体，成立了股份经济合作社，实行

“合作社+民协+公司+农户”的经营
模式，将民俗文化艺术产业经营得风
生水起。

三十里铺镇

“文化兴村”惠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