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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通讯员 郭洪广

10月27日，晨光微露，高唐县固
河镇窦集村辣椒田里已经热闹了起
来。放眼望去，一排排翠绿的植株长
势旺盛，大大小小、红绿相间的辣椒
挂满枝头。10多名村民穿梭在辣椒
田中，不停地将红彤彤的辣椒采收入
袋。

“这几年小辣椒市场行情不错，
去年俺种了8亩，挣了5万多元，今年
又种了12亩，按目前市场行情，纯收
入10万元没有问题。”正在辣椒丛中
忙碌的种植大户张宝不时弯腰蹲下，

指导村民如何按品级采摘成熟的辣
椒。

张宝今年54岁，2017年，他外出
考察发现“朝天椒”产量高、效益好，
便引进辣椒幼苗试种了3亩，又去外
地学习辣椒种植管理技术，当年秋季
收成颇丰。在辣椒种植上尝到甜头
后，他又引进了“津红一号”“樱桃红”
等新品种，逐年扩大种植规模，不但
自己致富，还吸引了本村10多户群众
发展连片种植。

“小小的辣椒可是我们的致富
抓手。”窦集村党支部书记董学军
说，近几年，该村瞄准辣椒种植这一

周期短、见效快的富民产业，通过流
转土地、就近务工等方式带动当地
群众增收，一串串火红的辣椒点亮
了村民的致富路。目前，窦集村共
种植“朝天椒”“津红一号”“樱桃红”
等品种辣椒 100 多亩，辐射带动周
边巩庄、李庙、张桃等 8 个村种植
400 余亩，预计今年亩产 3500 公斤，
亩产值8000元左右。

辣椒种植属于“短平快”高效农
业，也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从育苗、移
栽、管护到成熟采摘，每个环节都需
要大量劳动力。发展辣椒产业，不仅
为种植户带来可观的收入，也直接带

动了当地60多名村民就业。“我在这
儿干四五年了，每年育苗、除草、采摘
的时候，一天能挣70多元。”一早就到
辣椒田忙活的巩庄村村民赵兰香说。

火红的辣椒种出红火的日子，也
坚定了固河镇规模化发展辣椒特色
产业的信心和决心。“我们将结合镇
域发展实际，以辣椒种植为切入点，
采取‘合作社+农户+企业’的经营模
式，做大做强辣椒产业，延伸产业链，
提升附加值，蹚出产业提标倍增、群
众增收致富的新路子，为乡村振兴注
入新动能。”固河镇党委书记赵伟表
示。

辣椒产业铺就火红致富路

■ 本报记者 王军豪

“我们在去年流转320亩土地的
基础上，今年又新流转了 1000 多亩
地，并成功申请了‘党支部领办合作
社强村贷’200万元，今年预计能为村
集体增收50余万元。”10月30日，临
清市金郝庄镇栗官屯村党支部书记
贾国军告诉记者。

金郝庄镇依托农业社会化综合
服务中心，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第三方+农户”的模式开展土地流转，
利用省农担公司“粮食规模种植强村
贷”政策支持，探索“小田并大田”的
发展路径，实现规模化粮食种植。目
前，该镇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已签订土
地经营权入股合同720余份，获得临
清农商银行贷款500余万元，流转土
地3100亩、多环节托管5.2万亩。

在推行“小田并大田”初期，针对
部分群众对新生事物接受程度低、对

大田流转经营模式是否可行存疑等
问题，金郝庄镇党委多次召开党委会
研究部署，统一思想，坚定信心。网
格党支部及网格员充分发挥作用，通
过入户走访，召开党员会议、村民代
表大会等方式宣传大田流转的优势，
帮集体和农户算好“经济账”，彻底摸
清农户意愿、消除群众顾虑。对于确
实不愿意流转土地的农户，采用地换
地的形式，确保土地成方连片、形成
规模。该镇利用省农担公司“粮食规
模种植强村贷”政策支持，将流转的
土地以抵押登记方式获得银行贷款，
成功解决了资金短缺的难题。合作
社在与村民签订流转协议之初就支
付了租金，村民的积极性大大提高。

合作社运行中，通过党支部引领
明确利益分配。农民自愿以土地经
营权的方式入股，网格党支部通过提
供办公场所以及农田管理、运营技术
的形式入股，采取农户“保底收益

1200元+20%盈余分红”的分配机制，
保障农民利益。同时，村集体获得
40%盈余收益，实现村民、集体经济双
赢发展。栗官屯村党支部去年流转
的320亩土地，今年秋收后经过初步
测算，可为村集体增收15万余元。

通过消除地块壁垒，有效整合土
地空间资源，成为金郝庄镇“小田并
大田”的又一创新举措。栗官屯村
党支部领办的庄兴种植专业合作
社，将 87 余处小地块整合为 4 处大
地块，增加集体土地15亩、拓宽生产
路6米，统一规划、统一生产，亩均产
出效益提升 10%。庄兴种植专业合
作社与张庄联合村领办的众鑫丰农
机专业合作社“牵手”，统一农资供
给等，每亩地可节约成本40元，形成
土地流转与生产托管上下游产业链
条联动、网格村合作社和联合村联
合社抱团发展的双赢格局。而在统
一签订购销合同时，合作社以高于

粮食市场售价0.06元/公斤的价格与
粮食收购商签订购销合同，让群众
得到真金白银的实惠。

该镇延伸粮食产业链条，利用省
派第一书记资金扶持，为合作社新
上收割机、播种机等机械设备，新修
泵站及地上渠，突破传统生产模式
和范围局限，建设农业仓储加工服
务中心，通过配套建设现代化的设
施设备，实现粮食运输、烘干、仓储
等各项功能，补齐、补强粮食产业链
条，打造集粮食种植、收割、仓储于
一体的全环节托管促集体增收项
目。

“我们将坚持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推动集体增收的发展新路径，强化基
层党组织政治引领，盘活农村土地资
源和集体资产，实现‘党支部有作为、
集体能增收、百姓得实惠’，激发乡村
振兴新动能。”金郝庄镇党委书记陈
永志表示。

农田“变形记”
本报讯（记者 夏旭光）“中国是

礼仪之邦，崇尚礼仪是中华民族的优良
传统。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继承优良
传统，摒弃陈规陋习，倡导符合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新风俗，共建文明和谐
的幸福家园。”“文明乡风在乡村振兴战
略中不可或缺，只有乡风文明才能更好
地凝聚民心、凝聚共识，才能更好地调
动群众的积极性，促进农村经济的快速
发展。”……10月30日，临清市唐园镇

“八支队伍”宣讲团正在宣讲。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
力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不断提高群众
的文明素养，唐园镇开展了形式多样
的党的二十大精神理论宣讲活动，推
动党的创新理论在基层落地生根、开
花结果。

该镇“八支队伍”宣讲团定期在
辖区内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
讲活动，引导群众坚定理想信念，践

行美德信用，弘扬时代主旋律。宣讲
员从“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
性”“如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等方面进行宣讲解读，并利
用理论宣传和典型事例相结合的方
式，用小故事讲出大道理，深入浅出
地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
内涵，引导群众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同时，宣讲
员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村
规民约相融合，让群众在潜移默化中
受到教育和熏陶，践行美德信用，进
一步传播社会正能量。

唐园镇将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讲活动，扩大宣
传覆盖率，引导群众做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践行者和传播者，将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工作生活紧密结
合，凝聚奋进合力，共建共享文明和谐
社会。

唐园镇

接地气宣讲弘扬主旋律

10月26日，茌平区杜郎口镇四新村，600亩芹菜喜获丰收，村民正忙碌着收
割、打包，供应蔬菜市场。

该镇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围绕农民增富、集体增收、农业增效，大力推广蔬菜
规模化、科学化、标准化种植，助力农业转型升级，助推乡村产业振兴。

■ 本报通讯员 马林文

10月27日，阳谷县张秋镇翟庄村村民在收刨山药。
近年来，该镇积极引导农民围绕市场发展特色种植、加工、电商销售产业，带动

农民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
■ 本报通讯员 陈清林 吴传来

10 月 29日，在东昌府区
郑家镇温集村博凯农机专业合
作社高标准农田基地，农机手
驾驶农机开展深翻、扶垄、耕耙
“一条龙”作业。

今年，东昌府区在4.1万
亩高标准农田小麦播种中积极
推广农机“一条龙”作业模式，
施肥、深翻、耕耙、起垄、播种同
时完成，既节约作业时间又降
低生产成本，深受群众欢迎。
同时，该模式也为东昌府区推
动农机服务业态创新、农业适
度规模经营探索出新路径。
■ 本报通讯员 张振祥 胡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