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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张辉） 2月24日，元宵佳节，临清市八岔路镇
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村村有好戏 回家过大年 百村唱大戏 村村
年味浓”黄河大集文化惠民活动，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处处洋溢
着新年的喜庆。

在黄河大集的中心舞台上，一场精彩的舞狮表演正在上演。伴
随着铿锵有力的锣鼓声，几头雄狮在舞台上翻腾跳跃，气势磅礴。观
众被这震撼人心的表演深深吸引，纷纷上前围观，掌声和欢呼声此起
彼伏。

除了舞台上的表演，活动现场还设有各种娱乐设施，特色美食香
气扑鼻。“这个鲤鱼的味道真是太正宗了，让我感受到了家乡的味
道。”群众刘泉赞叹道。

村民们穿梭在人群中，欣赏着表演、品尝着美食，享受着这个属
于他们的文化盛宴。

“这次黄河大集太精彩了，我切身感受到了浓厚的文化氛围和家
乡的温暖。能在家门口看到精彩的文艺演出，还能一起聊聊天，真的
太开心了。”前常二庄村的村民张富平感慨地说。

这场文化惠民活动吸引了众多优秀艺术人才和群众的广泛参
与，展示了精神文化建设的丰硕成果。村民们不仅亲身感受到了黄
河文化的魅力，也增强了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八岔路镇将继续加强文艺汇演活动的组织和推广，倡导更多群
众参与，建设更加美好、和谐的社会。

八岔路镇

文化惠民润民心

■ 本报记者 李政哲

2月21日，一场春雪让气温骤降，但东
昌府区侯营镇却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场景。

在该镇晨飞翔服饰加工厂的车间里，
“嗒嗒嗒”的缝纫机声此起彼伏，员工们在
各自岗位上忙碌着，缝纫、剪线、打扣、检
验、包装。这里缝制出的棉袄柔软舒适，大
方得体，在款式和版型上加入现代的新元

素，深受消费者喜爱，产品畅销全国各地，
远销欧洲市场。

侯营镇经发办主任贾文磊介绍，该镇
服装加工产业，通过传承和发展小棉袄这
一传统手工艺，打造留守妇女“一刻钟就业
圈”，带动农家妇女增加收入。棉服加工方
式简单易上手，妇女们既可以选择到加工
厂上班，按件计算工资，也可以以家庭为单
位承揽服装加工订单，分包分拣在自家庭

院中生产，由公司统一回收成品。不仅实
现了灵活就业、稳定增收，也实现了“做着
活、守着娃，又养自己又养家”的美好愿景。

特色产业是激活乡村振兴的“新引
擎”。侯营镇因地制宜、精准施策，通过发
展“小棉袄”服装加工盘活乡村产业，形成
了“互联网+公司+加工户”的模式，带动就
业 6300 人，增强了脱贫群众的内生动力，
走出了一条特色增收之路。

在发展产业的同时，侯营镇还积极探
索网红直播等线上销售模式，强化村社联
建，培育自主品牌，提高侯营棉服在全国服
装产业的影响力，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
力。截至目前，全镇共有服装加工厂、加工
作坊和加工户130多家，年产量3500余万
件，2023年产值近11.6亿元，占全国农村地
区中低端秋冬棉衣类服装产量的 70%以
上。

侯营小棉袄 缝出大市场

本报讯（通讯员 郭洪广）2月25日，在聊城和美食品有限公司
的车间内，伴随着机器的阵阵轰鸣，工人们正在流水线上有条不紊地
进行着自己的工序。

一年之计在于春，全年增长看首季。高唐县固河镇各企业以“开
好局，起好步”的姿态，全力以赴忙生产，铆足干劲抢先局，冲刺首季

“开门红”。
聊城和美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屠宰、分割、加工于一体的现代

化畜禽企业，公司现有一条年宰杀肉食鸡能力达3000万只的生产线，
主营家禽的收购、肉制品加工、生物药品、速冻调制食品加工等，2023
年，公司成功进行了升规纳统，完成产值7.3亿元。

“公司将围绕产品研发，整合资源，抢滩预制菜产业新赛道，使产
品能够更好地匹配和满足消费端。”提到未来，聊城和美食品有限公
司总经理林凡才满怀信心。

目前，固河镇职能部门以敢担当、善作为的干劲优化营商环境，
以饱满的热情全方位服务企业，政企同心，双向奔赴，为今年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实现高开稳走奠定坚实基础。

固河镇

节后生产忙 冲刺“开门红”

2 月 21 日，文艺爱好者
在茌平区贾寨镇新时代文
明实践大舞台表演节目。
当日，贾寨新村举办“欢乐
闹元宵，乡村放歌四季村晚
春之声”文艺演出，现场掌
声和欢笑声此起彼伏，节日
氛围浓厚。

■ 赵玉国

2月20日，阳谷县七级镇农民在菜棚里整地，准备种植蔬菜。时
下正是春耕备播时节，当地农民抢抓农时，投入春耕生产活动中，力
争有个好收成。 ■ 陈清林 张云飞

本报讯 （文/图 记者 任焕珍 通讯
员 冯俊振 陈亚平） 2月24日，走进冠县
东古城镇田马园村的樱桃大棚，满枝的樱
桃花映入眼帘，洁白的花朵在绿叶的衬
托下，格外素雅清新。种植户田欢喜夫
妻俩正手拿授粉设备，仔细地为一株株
樱桃花授粉。

“我今年种了3个樱桃大棚，一共占地
7亩多，以美早品种为主，目前已经进入盛
花期，预计每亩地收益能达到5万元。”田
欢喜说。

据了解，田欢喜的大棚采用先进技术，
严格控制温度、湿度、光照等条件，模拟了
适宜樱桃生长的气候条件，同时使用优质
有机肥料提升樱桃口感。大棚樱桃预计3
月下旬即可上市，抢占市场。

“我们田马园村共种植樱桃 3500 余
亩，其中，大棚樱桃400 亩，全部采用智能
远程温控系统，只需打开手机就可以进
行温控操作。远程温控系统减少了因天
气影响所带来的损失，保障了村民的收

入。”田马园村网格党支部书记田英冲
说。

一方水土育一方特色，一方特色造福
一方百姓。田马园村种植樱桃已有 30 多
年的历史，樱桃产业已成为村里的支柱产
业。田马园村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村
民生活殷实富足，村容村貌显著提升。

近年来，冠县东古城镇依托田马园村
樱桃产业，辐射带动周边村庄规划发展油
桃、大蒜等优势特色产业。以“党建+产
业”为双引擎，打造“党建引农、产业兴农、
基础助农”的工作新格局，充分发挥党支
部领办合作社作用，用特色产业助力乡村
振兴，探索出一条产业兴旺、百姓富裕的
融合发展的乡村振兴之路，让群众增产、
增收之路越走越宽。

“东古城镇大力引导群众发展特色
农产品种植，全镇共有樱桃近万亩、油桃
1.2 万亩、大蒜近 6 万亩。以东古城镇为
主产区的‘冠县大蒜’入选全国名特优新
农产品名录后，我们不断扩大产业规模，

提升品牌影响力，让生态优势持续转化
为经济优势，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

能。”东古城镇党委书记张东昌说。

党建引农、产业兴农、基础助农，冠县——

樱桃花开好“丰”景

种植户为樱桃花授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