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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雁翱翔于天空，领头雁是关键。领头雁，领的是责任与担当，带的是目标和方向，传的是信
念和力量。

在我市乡村振兴进程中，也有这么一群领头雁，他们从基层走来，在广袤的农村细细耕耘，默
默付出。他们怀揣着对乡村的美好愿景和对乡土的特殊情怀，奋力谱写着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聊
城篇章。今日，本报推出“乡村蝶变看头雁”专版，讲述他们奋斗在乡村振兴一线的生动故事与责
任担当。敬请关注。

■ 本报记者 朱玉东

在7月16日—18日举行的第十届
“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山东
赛区暨“青创齐鲁”第十二届山东青年
创新创业大赛（乡村振兴专项）决赛
中，山东蒙恩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番然喜悦——口感番茄助力乡村振
兴新发展”项目凭借优异的表现斩获
金奖。对该项目的负责人付成龙来
说，这个奖项是对他15年番茄品种改
良路的最好鼓励。

2008年，付成龙从部队退役回到
家乡东昌府区沙镇。返乡后，付成龙
决定围绕蔬菜产业进行创业。在市
场调研时，付成龙了解到，品质是提
升蔬菜市场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优质
蔬菜种苗，对于菜农来说十分重要。
于是，付成龙下定决心，从种苗繁育
入手。

在育苗过程中，付成龙发现，受生
长周期长、抗病性不强等多种因素影
响，传统沙瓤番茄品种几乎从国内市
场消失。为了抵抗番茄病毒、增加种
植效益，菜农只能购买国外的番茄种
子。尽管这种番茄抗病性强、个头大、
耐存储、产量高，但口感不好，吃到嘴
里味同嚼蜡。

为了找回儿时的老味道，付成龙
和他的团队开始进行新品种繁育。他
先后与聊城大学、青岛农业大学、聊城
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签署产学研合作
协议，与山东省农科院、聊城市农科院
开展深度合作。

然而，开发新品种谈何容易。一
个新品种的形成需要 6 次迭代，每次
迭代需要半年。为培育出优良的番茄
品种，付成龙和他的团队从全国各地
收集番茄“土种子”“老种子”，买下许
多番茄新品种的使用权。他们还针对

华北、华东地区的特殊环境，有目的地
选育和引进农作物新品种，开展深度
试验示范工作。

历经无数次选育试验，2018年，新
品种的性能状态趋于稳定，他们选育
的蒙恩5号、蒙恩18号、忆往柿和卡美
拉等品种先后在农业农村部登记注
册。目前，付成龙和他的团队已培育
番茄新品种8个。

付成龙介绍，口感番茄系列新品
种维生素 C、番茄红素、有机酸含量
比普通番茄高一倍以上，耐裂性强，
适合远距离运输，在抗病和品质方面
都处于国内领先地位。目前，口感番
茄已经销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的
大型超市、连锁水果店和电商平台。

“普通菜用番茄 6 元/公斤，口感
番茄可以卖到30元/公斤。”付成龙算
了一笔账，“普通菜用番茄每亩收益2
万元左右，而口感番茄每亩收益可达

3.5万元。”现在，他建起了占地200多
亩的“忆往柿”现代化农业示范园区，
直接带动就业1200余人，间接带动上
下游5000多人就业。

同时，付成龙先后成立了两家农
业合作社，带动1009户低收入村民实
现增产增收，走出了一条“公司+合作
社＋基地＋农户”产业化发展的路子，
累计增加社会效益5亿元以上。

多年努力付出，付成龙收获了累
累硕果，他本人获得了聊城市乡村振
兴青年先锋、山东省“乡村好青年”等
荣誉称号，他的公司也先后获评全国
科技型中小企业、山东省“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等。

对于将来，付成龙表示，他将继续
坚守农业，深耕番茄品种改良，培育更
多优质品种，让全国人民都能品尝到
来自聊城的口感番茄。

付成龙寻“味”记

■ 本报记者 苑莘

7 月 19 日，济南开往厦门的火车
卧铺车厢里，几位女性旅客围坐在小
桌前打起了扑克牌，她们满脸欣喜，笑
声爽朗。“这次有30位姐妹去厦门，老
板给报销车费。大家在厦门一天能赚
三五百元，当然高兴了。”负责此次行
程的聊城鑫众人力资源有限公司负责
人亢金花说。

亢金花和她的 30 位姐妹都来自
莘县，大部分
是 莘 县 董 杜
庄 镇 人 。 而

让她们一
天赚三五

百元的营生就是西瓜苗嫁接。
董杜庄镇西瓜种植已有 30 年历

史。经过不懈努力和持续探索，董杜
庄西瓜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
扩大规模、提升品质、改良品种、打造
品牌，如今已发展成为鲁西最大的早
春大拱棚西瓜生产基地，被誉为“中国
西瓜第一镇”。

董杜庄西瓜脆甜可口、清爽解渴、
外观色泽亮丽，先后获评绿色食品、地
理标志产品，深受京津冀、山西、内蒙
古、新疆等地消费者喜爱，部分远销俄
罗斯、哈萨克斯坦。截至 2022 年底，
该镇西瓜种植面积达 4 万余亩，辐射
周边地区种植西瓜20万亩，瓜菜市场
年交易量60万吨，农民人均纯收入迈
进全县前列。

庞大的种植规模和对品质的不
懈追求，让董杜庄镇瓜农对瓜苗的要

求水涨船高，也带动当地逐渐形成了
一批专业的瓜苗嫁接工。在经过了
当地西瓜产业的锻炼后，董杜庄嫁接
工的熟练度、成功率逐步提高，在行
业内有了较高的名气。如今已经是
劳务公司负责人的亢金花，亲眼见证
了姐妹们的成长，“姐妹们手艺很好，
嫁接西瓜苗的成活率要远远高于全
自动嫁接设备。”

熟练工王金峰嫁接一棵苗只用几
秒钟，在成为嫁接工后，王金峰跟着姐
妹们走南闯北，一年能赚十多万。“家
里盖新房子之类的开销都能赚出来。”
王金峰说。青年女工有这样的收入水
平，离不开董杜庄镇党委政府的重
视。当地在积极推进西瓜产业升级、
打响品牌之余，不断加大对嫁接工的
培育。数千名董杜庄嫁接女工在党委
政府的支持下，开始承接外地的嫁接
订单，她们踏遍了大江南北，云南、新
疆、广西、福建、辽宁等地都有她们的
足迹。

打响劳务品牌，让董杜庄镇嫁接

女工迎来了无数订单。正在积极开
设嫁接技术培训班的亢金花说，目前
全国各地“飞来飞去”的姐妹，除了来
自董杜庄镇，还有相邻乡镇乃至外省
的。这是莘县种苗产业快速发展的
真实写照。莘县立足农业优势，充分
发挥“协会+龙头企业+合作社”作
用，培育200余家育苗企业，形成了以
山东旭日种业、山东豪达农业为龙头
的种苗产业集群，年育苗量达 20 亿
株，拥有嫁接技术工人1万余人。

为切实促进嫁接产业发展，莘县
因势利导，创建了省级“鲁西嫁接工”
特色劳务品牌，承接国内外瓜果蔬菜
类的育苗及嫁接业务。并围绕育苗嫁
接实际需求，采取“订单培训、定向培
训、定点就业”新模式，开展嫁接技能

“短平快”免费培训。
年收入最低 6 万元，熟练工人每

天劳务费达 300 元—500 元，如今，莘
县的万余名嫁接女工正依靠自己的勤
劳与智慧走上致富的康庄大道。

一棵西瓜苗“嫁”出致富路

■ 商贺 张文青

“走路一阵风，说话声如钟，谁
家有难事，找他一定行”。在阳谷县
张秋镇杨武岳村，谈起对村党支部
书记陈明强的印象，村民们都说，

“这是位‘好汉书记’”。
这位52岁的山东大汉，是村民

眼中的“能人”，又因为爱管事儿，爱
说事儿，村民碰到大小事儿都愿意
找他。

年轻的时候，陈明强去南方打
过工，后来在外地做路政工程，因为
父母年龄大了，才有了回家照顾老
人的念头。

2021年，陈明强刚回到杨武岳
村，就被闻讯赶来的乡亲堵在家
里。“咱杨武岳村底子差，没收入，心
还不齐，这个事儿明强你得出头管
管”“原来你不在家，村里的大小事
儿你管不了，现在你回来了，得给咱
村里当个带头人啊”……

面对父老乡亲的期望，陈明强
心里却一直在“打鼓”。“谁不知道咱
村是个有名儿的‘乱村’，你接这个
烂摊子，不是给自己找事儿吗？”家
人的反对，反而让陈明强的倔劲儿
上来了，“父老乡亲们信任我，我就
得担起这份责任，只要我干一天，就
要干好一天，能做多少做多少。”

“新官上任三把火”，2021 年 4
月，刚担任杨武岳村党支部书记的

陈明强就碰上了“坎”，杨武岳村因
为姓氏众多，土地管理一直是个“大
包袱”。“万事难，也赶不上调地难”，
在与村“两委”成员协商后，陈明强
决定走土地集体流转的路子。

“土地是咱老百姓的命根子，谁
知道流转出去赔钱不？”面对质疑，
陈明强挨家挨户“串门子”，3 个星
期后，工作终于做通了，陈明强瘦了
15斤。

大事儿要管，建文化广场等
“小事儿”也要管。为了修好文化
广场，他发动村里的经商大户进行
善款募捐；原来的老房子需要拆
迁，他在工地上待了2天2夜；广场
上的石料没有着落，他二话不说自
己开车去拉……

“咱村的文化广场现在有乒乓
球桌，有石凳桌，有篮球场，一到晚
上，来休闲健身的村民们聚在一起，
别提多高兴了。”黄昏时分，坐在
600 平方米的杨武岳村文化广场，
村民陈正修和邻居们一起乘凉喝
茶，好不惬意。

如今，杨武岳村绿树成荫、环境
整洁，村民感受到生活新变化，心气
顺了，人心更齐了。“现在俺村的好
生活刚开始。”说起未来的发展，“好
汉书记”陈明强的嗓门又不自觉地
提高了，“村里美了，村民富了，俺心
里也亮堂了。”

“好汉书记”治村

7月24日，果农
在东昌府区道口铺
街道闫邵屯村东敏
家庭农场的桃园里
收获蟠桃。

闫法东、王建敏
夫妇于2018年注册
成立了东敏家庭农
场。他们承包60亩
土地引进“中蟠11”
蟠桃新品种进行种
植，带动本村及周边
村庄30多户村民共
同致富。

■ 张振祥 苏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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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成新 陈亚晴

2021年10月，山东工商学院刘
海军、申利杰、李天赐、杨鸿章等 4
人被派驻到阳谷县高庙王镇中孔、
李寨、仓上、周庄等4个新村开展帮
扶工作。在当地党委、政府的大力
支持下，4位省派第一书记抓党建、
兴产业、促发展，将真情、汗水挥洒
在希望的田野上。

一张办公桌、两个小马扎、一条
长椅便是中孔新村“党员小屋”的全
部摆设。刘海军来到中孔新村后，
在新设立的“党员小屋”里接待群
众，听取村民对乡村振兴发展的建
议。他以“党员小屋”为载体，搭建
起党和政府与群众之间的“连心
桥”。573户村民家里用上天然气取
暖做饭，2420米排水管道贯穿全村，
293亩废弃坑塘安装光伏发电……刘
海军驻村帮扶以来，中孔新村发生了
可喜变化。

申利杰来到李寨新村时，当地
正在推行土地流转，他认为必须通
过规模化集约化种植来促进当地农
业提质增效。为此，申利杰决定在
李寨新村下属自然村杨庄村启动实
施第一轮土地流转。他采取广播、
走访等方式，对群众关心的收益能
否有保证、模式是否可持续等问题
进行解释说明。同时，发动党员干
部带好头，推动52户村民达成意向
协议。经过测算，杨庄村成功流转
了 400 亩土地，每年可节约种植成
本20万元。

90 后驻村“第一书记”李天赐
来到仓上新村时，曾因年轻受到村
民质疑，然而，随着驻村工作的推
进，村民的担忧很快消失了。他用
行动诠释了奋斗的青春最美。

为强村富民，李天赐着力提升
仓上新村基础设施水平，个人捐款

5000元并募集帮扶资金，结合省市
县配套项目，新建水泥路 4500 米、
下水道1142米，彻底改变了自然村
王楼村和后仓村一直无硬化路、逢
大雨必淹的状况；通过调研，他提出
将当地农业观光园由“自投自建”转
变成租赁模式，增加村集体收入。

这些付出打消了乡亲们曾经的
质疑，总有村民把自家种的青菜偷偷
放在李天赐居住的地方，这一点一滴
都体现着村民对这位年轻人的肯定
和感激。

杨鸿章曾先后参加过“千名干
部下基层”、省“四进”工作组。当接
到驻周庄新村任“第一书记”的任务
时，56岁的杨鸿章毅然走下讲台，到
基层一线参与到乡村振兴建设中。

来到周庄新村，杨鸿章立即召
集老党员、老干部连开了三场座谈
会。会议本里密密麻麻地记录着工
作计划和目标。他跑遍了周庄新
村，驻村台账日记本里勾勾画画标
注的蓝图，也一步步变成了现实。
在他的推动下，周庄新村新建下水
道 500 米，新修 4 米宽水泥路 700
米，6米宽水泥路50米，获得县基础
设施建设扶持资金50万元。

从大学课堂到乡村一线，杨鸿
章顶着身份转变的压力，努力让自
己在乡村振兴的舞台上闪耀光芒。

四位帮扶人 一曲振兴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