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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响

编者按 田野里，汗水滴下，种子发芽；沃土中，
忘我耕耘，放飞希望。当前，我市正立足资源禀赋，
围绕“让农业更高效、让农村更美丽、让农民更富
裕”的目标，努力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聊城特
色板块。

为展示各县市区农业农村发展的新模式、发掘
“三农”发展的鲜活故事、总结美丽乡村建设的好经
验，今日，本报推出“田野的回响”专版。敬请关注。

■ 本报记者 赵宏磊

灵芝，自古为珍贵药材，被誉
为“仙草”。

在位于冠县店子镇的山东三
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里，总经理曹
子英熟练地侍弄着各式灵芝盆
景。这些盆景有的造型像松树，有
的似龙凤。“现在，越来越多的消费
者接受、认可了灵芝。”曹子英说。

上世纪 80 年代，“梨乡”冠县
打破了“灵芝只能长在深山老林
里”的传统认知，尝试在平原上
种植。30 多年来，小小“灵芝草”
慢慢长成了大产业。目前，该县稳
定种植赤灵芝、紫芝、白芝、鹿茸芝
等多个特色灵芝品种。2014 年 4
月8日，“冠县灵芝”被原国家质量
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认定为“中国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目前，灵芝已逐渐发展成为
冠县的农业支柱产业。据统计，

“冠县灵芝”总体栽培规模 1 万余
亩，年产值约 25.6 亿元，总产量
达到全国的 50%，交易量占全国
的 60%。其中，灵芝观赏盆景的
销售规模最大，可占全国销量的
70%。

通过深入挖掘优势、统筹整
合资源等手段，冠县灵芝全环节
升级、全链条增值、全产业融合的
发展格局已经初步形成。在产业
布局上，推进产业集群、企业集
中、政策集成、要素集聚、功能集
合，利用 3 到 5 年时间，打造百亿
产业集群。在项目建设上，着力
抓好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等重点
项目，引进培育一批精深加工企
业，推动灵芝一二三产融合发
展。在产品开发上，紧抓国家级

“药食同源”试点这一重大机遇，开

发灵芝精深加工系列产品，全面提
升产品附加值。在品牌培育上，加
强地理标志保护和运用，加快区域
公用品牌建设，全面畅通宣传推介
渠道。

“冠县灵芝”的品牌变得越来
越响。近年来，冠县灵芝被农业
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认定
为无公害农产品，被纳入全国农
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冠县“灵芝+
林果”产业也被纳入省级现代农
业产业园建设范围。灵芝主产区
店子镇被认定为全国“一村一品”
示范村镇、山东省灵芝特色小镇、
省级农业强镇、省级珍稀食用菌
生产基地、省级特色农业优势区、
省级专家服务基地、灵芝产业化
基地。

在做好传统灵芝产业同时，冠
县通过原有渠道抓提升，新兴渠道
求突破的方式，促进灵芝电商高端
化、品牌化发展，开发出“灵芝花”
新型产品，2022 年共销售 50 余万
支，总销售额2000余万元，单日成
交量最高达15000余单，市场口碑
持续向好、销售持续火爆，农户收
益提升50%。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灵
芝作为“聊城新三宝”之一，知名度
也越来越高。冠县计划以产业集
群化、产品创新化、行业规范化、市
场多元化为目标，深入实施灵芝产
业“13321”系统工程：“1”是指建设
1 万亩灵芝种植示范区；“3”是建
设冉海水库二期，库区水面达到
3000 亩，第二个“3”是指建设果
园、中草药园300亩；“2”是指带动
2 万人就业增收；第二个“1”是指
把示范区打造成百亿产值的灵芝
产业，建设冠县灵芝高质量发展乡
村振兴示范区。

梨乡育壮灵芝草

■ 文/图 本报通讯员 宗书蕾

每到四、五月份，冠县烟庄街道500亩玫瑰园里
的几十种玫瑰花便次第开放。六月，这些玫瑰花会
以花茶、精油和鲜花饼的方式走出车间，走向市场。

近年来，烟庄街道坚持一把手靠上抓，分管领导
具体抓的工作格局，立足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旅游资
源优势，打造集高效农业、旅游观光、优化生态环境
和提升社会文化功能于一体的新型农业园区——冠
县玫瑰小镇。

通过“玫瑰小镇”，烟庄街道积极推进农业产业
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玫瑰产业，推动玫瑰种植、加工
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带动村民就业和增收致富，助
力乡村振兴。

“玫瑰小镇”依托联民蔬果专业合作社，延伸打
造以食用玫瑰为基础、玫瑰深加工为主线、玫瑰生态
旅游为特色的精品农业产业链条。园区种植的500
余亩油用玫瑰，可制作成玫瑰花茶、玫瑰饼、玫瑰精
油等特色产品，远销济南、青岛、南京、西安等地，年
收益30余万元。

“玫瑰小镇”每年都会举办玫瑰采摘旅游节等
活动，并延伸开设玫瑰采摘观赏区、儿童游乐区、拓
展训练区、果品采摘区等多个区域，为游客提供一
个赏花、戏水、采摘的游乐空间。目前，“玫瑰小镇”
累计接待游客 10 万人次，创收 150 万元，为周边群
众提供就业岗位300多个。

依托“玫瑰小镇”的资源优势，烟庄街道创新实
施“农业+生态+旅游”的产业发展模式，积极吸纳有
能力、有意愿的村民就近就业，持续推进农民增收，打造完整的玫瑰深
加工产业链，不断完善旅游、服务设施功能，多元化创收，持续做强“美
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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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王军豪
本报通讯员 马红坤 谭淑媛

“这些辣椒苗可是我们村的新
希望，一定要保护好。”7月6日傍
晚，茌平区洪官屯镇文昌新村耿茂
林村网格党支部书记耿振田小心
翼翼地站在辣椒田里。在他脚下，
一棵棵辣椒苗横成排、竖成列，在
炎炎夏日里勃发着生命的力量。

麦收已过，这段时间，文昌新
村辣椒种植户忙碌的身影成了农
田里又一道风景线。运苗、打孔、
栽苗、覆土，他们在热浪中期待一
季的好收成。

今年是文昌新村规模化种植
辣椒的第一年。“有村党支部引领，
有种植大户带头，群众也就有了主
心骨。”耿振田说。

文昌新村种植辣椒，得益于
洪官屯镇“党委引领、科技支撑、
市场收购、群众受益”的发展思
路。这一思路，旨在发挥党组织
领办合作社平台优势，积极探索
适合本土发展的好项目，带动村
民增加收入。

这几年，文昌新村的产业发
展可谓风生水起，养殖、园林都
在当地小有名气，也鼓起了村民
的腰包，但新村党委一班人没有
停下让产业更加多元、更加壮大
的脚步。

走出去，天地宽。今年春节刚
过，他们就忙着去淄博考察土地托

管项目，去莘县考察订单辣椒种植
项目，去开发区考察糯玉米种植项
目。“最终，在前期考察的基础上，
经过新村党委开会研讨，并与镇农
业农村办公室对接，征求村里党员
和群众代表的意见后，我们最终选
择了订单辣椒种植项目。”文昌新
村党委书记于向洋介绍。

为了打消群众的顾虑，文昌新
村在2022年底整改复垦的土地上
打造了50亩“党员试验田”。党员
干部带头，加上收益看得见，群众
种植辣椒的积极性越来越高。

订单辣椒种植，说来也简单，
辣椒苗由农业公司提供，等收辣
椒的时候在辣椒款里面扣除。而
在辣椒生长过程中，农业公司也
会定期派技术员指导。“也就是
说，这种合作模式最大的特点在
于农业公司有偿提供种苗、无偿
提供技术指导，这样一来，我们心
里都有底。”于向洋说。村集体组
织群众按照集中连片的方式种
植、管理、收购，并统一购买了种
植保险，降低种植风险，进一步提
高了群众的积极性。

“这茬辣椒苗长势良好，如果
赶上好行情，村民的收益还是比较
可观的。”耿振田说。

辣椒种出甜滋味
■ 本 报 记 者 苑莘

本报通讯员 刘久岩

“这次全县基层党建大比武，
我们村拿到了第四名。”7月4日，
莘县樱桃园镇刘楼村党支部书记
刘胜忠自豪地说。

曾经没有任何区位优势、产
业优势，集体经济收入微乎其微
的刘楼村，如今村庄干净整洁，田
野硕果飘香。变化从何而来？

2014 年 11 月，恰逢村“两委”
换届选举，刘楼村的几位老党员找
到了村里在北京经商的刘胜忠，希
望他能返乡创业。此时，刘胜忠在
北京的建筑生意已走上正轨，当上
了“大老板”。但经过老党员们的
劝说，刘胜忠还是心动了，不顾家
人的反对，暂停了北京的生意，带
着一腔热情干起了“土支书”。

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后，刘胜
忠多次组织召开村“两委”干部谈
心谈话会，与班子成员开诚布公
地交流沟通，了解村情及矛盾点，
并通过集体研究制定措施、解决
问题、化解矛盾。随着时间的推
移，刘楼村党支部班子焕然一
新。

班子团结了，刘胜忠便开始
带领全体村干部和一些在村里有
威望的老党员每天入户走访群
众，了解群众的所想所求。他们
还在村党支部办公室设立了村务
公开栏，安装了信访信箱。经过
半年的努力，刘楼村变成了“两

委”团结、村民拥护，充满蓬勃生
机的“活力村”。

村集体有钱，干事才不慌。
刘楼村原是个“空壳村”，村党支
部经过集体讨论研究，决定推进
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促进村集
体经济增收。2018 年初，刘楼村
成立了以村党支部为领导、村委
会为主体、村民广泛参与的农业
专业合作社，并于当年启动“千亩
水果种植区”项目。村党支部流转
周边4个村庄1000余亩土地种植
樱桃、草莓、黄桃等。合作社提供
种苗、化肥和种植技术，村委会以
本村集体土地入股，村民以个人劳
动力或土地入股，按照股份占比分
配收益，让500名村民实现家门口
就业，大幅度增加了村集体收入。
今年，刘楼村的樱桃丰收丰产，产
品远销北京、天津等多地市场，总
销售额达到300余万元，参股社员
每户平均分红1万余元。

2022年，樱桃园镇党委根据刘
楼村班子战斗力强的优势和产业
结构情况，积极推动建设“樱桃园
镇金堤高效农业示范基地”项目。
该项目总投资350万元，计划建设
10栋高标准冬暖式樱桃大棚及附
属设施，今年6月初，顺利通过市
农业农村局专家评审。

樱桃的芬芳，让刘楼村村民
彻底告别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
经营模式，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
创业。

樱桃映红空壳村

▲近日，茌平区振兴街道大崔村的
600余亩土豆迎来收获季，村民们忙着采
收、分拣、装车，供应市场。 ■ 史奎华

◀7月 6日，茌平区贾寨
镇耿店村育苗场，村民在管护
菜苗。 ■ 马红坤

市民畅游市民畅游““玫瑰小镇玫瑰小镇””

77月月44日日，，阳谷县七级镇新丰村农民阳谷县七级镇新丰村农民
正在红薯田内进行红薯秧翻藤正在红薯田内进行红薯秧翻藤。。

近年来近年来，，新丰村通过党支部领办新丰村通过党支部领办
合作社合作社，，流转土地流转土地 300300 余亩种植优质余亩种植优质
沙土地红薯沙土地红薯““烟薯烟薯 2525 号号””，，亩产红薯亩产红薯
60006000 至至 70007000 斤斤，，可增加村集体收入可增加村集体收入
3535万元万元。。 ■■ 葛思逸葛思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