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通讯员 郭洪广

盛夏时节，穿行于高唐县固河镇李庙村阡陌之
间，一片片栝楼田不时映入眼帘，在立才中药材种
植专业合作社栝楼基地的棚架下，退役军人、李
庙村村党支部书记王立才正指导10多名村民
吊秧、除草。

栝楼，被誉为“瓜子之王”，属药食兼用
型农产品，葫芦科植物，其果实、果皮、根
茎均为上好中药材，春种秋收，一年植
苗可连续多年收益，属典型的“短平
快”绿色农业产业。

以前，李庙村村小人少，没有
集体经济，基础设施很不完善。
1990年12月，退役在家的王立才
开始担任李庙村党支部书记。

“让村民过上好日子，是我义不
容辞的职责。作为村里的带头
人，我一心谋划做大做强特色农
业，增加村集体收入。”王立才
说。

有了想法后，王立才多次外
出考察，根据李庙村地理位置及
土壤气候特点，最终确定了发展
中药材栝楼种植项目。第二年春，
王立才先在自家的田里小规模种
植了3亩栝楼，试种成功后，才组织
村民大规模开垦土地、栽种栝楼。

凭借着栝楼产业，李庙村农民成
功脱贫致富。王立才又带领村“两
委”采用“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发

展模式，成立了立才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将栝楼种植规模
发展到300余亩，每亩收益达6000多元。

“栝楼是我们村的宝贝，每年采收晾干后，都会有 20 多
家来自河北安国、安徽亳州等地客商来村里抢购，根本不愁
卖。去年，我们又在栝楼地里套种了大豆、小麦，实现了‘一地
双收’。”王立才介绍，目前，李庙村已辐射带动周边37个网格村
种植栝楼，形成以“李庙+巩庄”为核心的栝楼种植产业圈，种植
面积达3000余亩。

产业发展离不开科技支撑。今年初，李庙村与聊城大学药
学院签订了产品研发合作协议，双方就栝楼病虫害早期干预、栝
楼市场前景及深加工等方面进行了深入交流，并在李庙村建立农
业产业化发展研究示范基地。今年5月，李庙村栝楼生态种植基
地成功入选山东省首批中药材生态种植基地创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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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加快建设农业
强国的起步之年。聊城紧扣农业强市之

要，聚焦聚力坚决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
产供给、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动乡村
产业高质量发展、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强化
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深入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建设六大重点任务，推动农业农村工作高质
量发展。

为发掘农业强市建设中的鲜活故事，总
结美丽乡村建设的经验成效，今日，本报

推出“风起陌上”专版，展示各县市
区乡村发展的生动实践。

敬请关注。

■ 本报通讯员 高梅

“房前一亩三分地，种瓜种豆烟火气”。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规范村民房前屋后的小菜园是一个绕不开
的话题。漫步在东阿县高集镇潘庄村，房前屋后的各
式小菜园格外显眼——青砖砌的花墙整齐有序，园内蔬
菜长势喜人，与农村田园风貌交相呼应，既便民又美观。

“小菜园”工程是潘庄村探索农村人居环境长效管
理、深化乡村治理的一次尝试。近年来，潘庄村通过村
党支部带头、党员示范、群众参与，启动了庭院美化行
动，在村内建成各类独具特色的小菜园，提升人居环境
整治成效，净化美化村容村貌，增进邻里和睦关系，构建
乡村共建、共治、共享格局。“实施‘小菜园’工程以前，我
们村里闲置宅基地、空地等无人管护，残垣断壁随处可
见，群众房前屋后私拉围挡、鸡鸭散养、杂物乱堆。”潘庄
网格村党支部书记王立新说，过去，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主要靠村干部加强监督维系，容易出现反弹，环境整治
效果差。

大问题靠发展、小问题用心办。为变“堵”为“疏”，
潘庄村组织群众代表集思广益，聚焦群众需求，以打造
便民小菜园为切入点，梳理摸排全村范围内的空闲宅基
地和农户房前屋后空地，逐一标注区域和面积，突出实
用性，兼顾庭院美学，因地制宜进行规划设计。采取党
员示范领干、群众投工投劳的方式，集中平整土地，种上
蔬菜或花卉，打造各类小菜园56个，不仅美化了乡村环
境，还让群众得到了实惠。“如今，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
小菜园，大家都自觉将鸡鸭关进圈、杂物搬进仓，不仅环
境变美，摘菜做饭更方便，邻里关系也更融洽了。”村里
实施“小菜园”工程后，独居老人王立运房前屋后也与邻
居家连片被打造成菜园，种满各种时令蔬菜，他可以自
由采摘，邻居们摘菜时也会主动送给他一些，现在，他逢
人便夸“小菜园”工程好。

小菜园采取群众自愿原则，统筹考虑鳏寡孤独户、
房屋相邻情况等，就近抱团打造，划归农户使用管护。
建立党员联户包片机制，将8至12户划分为一个片区，
每块片区由1户党员户带头，加强菜园的日常管理与维
护，互相分享菜园果实，并将菜园管护情况、菜园周边卫
生、庭院美化效果等纳入党员积分管理加分内容，引导
群众树立菜园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共享”的意识，确保
菜园季季有新菜，邻里能共享，四季不同景，实现“便民
菜园”“景观菜园”“共享菜园”三效合一。

“小菜园收获之后，群众相互串门，随手都会带上
时蔬作为礼物。”王立新介绍，现在的潘庄村，环境美，
人心齐，邻里之间矛盾也没有了，村民干事的劲头也更
足了。

小菜园扮靓“方寸地”

■ 本报记者 苑莘

“这次下乡调研，我们这些年轻人学会了好些‘老土
话’。掌握了这些词后，和群众沟通起来，距离感少多
了。”7月17日，莘县县委组织部干部、莘县“发展壮大村
级集体经济”课题调研组成员赵敬雷说。

虽然年轻，但赵敬雷却是个“老调研”了。“以前去基
层调研，乡镇党委书记和村党支部书记说啥，我们就记
录啥。回去整理一下大家反映的问题建议，就能拿出一
篇不错的调研报告。这次去调研就不一样了，我们不仅
要记录，还要跟群众一起劳动。”赵敬雷说。

农活可以干不好，但是得知道该咋干；群众反映的
问题，得了解来龙去脉；和群众聊天，得知道他们关心
啥……调研组下乡前，专门预习了“功课”，这让参与调
研活动的年轻人充满了新鲜感。“和群众聊天是一门学
问，这次调研学到了不少。”赵敬雷说。

莘县“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课题调研组成员们
在调研活动中的表现赢得了村民的好评。“县调研组到
我们村开展调研，白天到田间地头了解村情，晚上和党
员群众深入座谈，为我们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想办
法、出思路，既接地气，又有实效！”莘县古城镇三里营村

党支部书记于传仓感慨地说。
为增强县级部门工作指导的精准性，实现制度设计

和基层实践的“双向奔赴”，莘县县委组织部牵头，组织
农业农村、民政等涉农部门负责同志，每周拿出一天时
间，选择一个镇街或一个村庄进行调研，与农村干部和
党员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切实将村庄情况和群众想法
摸实摸透。今年以来，共深入调研村庄28个，指导22个
村庄修订完善了发展规划，规范提升村级合作社17个，
20个村庄集体经济收入已突破10万元。

莘县县委组织部副部
长冯朝献告诉记者，该县将
按照“对接上级关注点、紧
扣工作重难点、突破面上薄
弱点”的思路，常态化开展

“沉浸式”微调研行动，真正
把调研行动作为联系服务
群众的“直通车”、调查研究
的“主阵地”、改进作风的

“检验场”，以实际行动推
动农村党建重点任务落实
落细。

小年轻学会“老土话”

■ 本 报 记 者 夏旭光
本报通讯员 倪群力

“今天捕鱼 1000 余斤，能增加集体
收入1万多元。”7月16日，临清市新华路
街道于庄村养殖的红草金鱼迎来丰收，
村党支部书记刘玉贵脸上洋溢着笑容。
于庄村把人居环境治理提升和村集体增
收相结合，在新治理的 6 亩坑塘投放养
殖效益高、观赏性强的红草金鱼近10万
尾，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丰
收”。

今年以来，临清市通过引进一批现
代渔业养殖项目，大力发展“坑塘经济”，
整合各方资源，巧妙盘活闲置坑塘，为村
集体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为周边地
区现代渔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全
新的示范基地和样板工程，在让百姓共
享发展成果的同时，为乡村经济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新的着力点。

新华路街道全面启动了“坑塘治理”
工程，大力推动乡村坑塘渔业发展，按照

“一村一策、一坑一品”的原则，结合村民
意愿、村内实情，打造了符合地域特色的
生态型坑塘11个，经济型坑塘29个，累
计养殖面积359亩。

在松林镇刘斗村，他们利用闲置坑
塘养殖南美白对虾并初见成效。“之前这
里是一个因修建高速公路取土而形成的
闲置土坑，周边杂草丛生、垃圾成堆，还存在着极大的安
全隐患。”松林镇副镇长侯长胜说，开展坑塘治理以来，
松林镇商会赴广州市考察调研南美白对虾养殖项目，
经多方洽谈，该项目在刘斗村成功落地。如今，这个水
面面积170亩的坑塘被充分利用起来，为百姓们增收的
同时，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据承担该项目的临清市顺意水产养殖有限公司技
术经理任明帅介绍，对虾养殖项目总投入230余万元，
去年销售收入360万元，净利润130余万元。今年5月
份完成虾苗投放工作，10月份左右出塘，预计产量达60
万斤，收入1800余万元，将极大带动周边村集体和村民
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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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茌平区振兴街道大崔村农民在收
获马铃薯。近年来，茌平区因地制宜调整农业
产业结构，持续加大对农业规模化和集约化经
营的支持力度，有效促进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提升。 ■ 马红坤 彭月勇

▶7月11日，茌平区杜郎口镇四新村农民在田间栽
植芹菜。近年来，四新村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因地制宜调
整农业产业结构，增加村民收入和集体收入。■ 马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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