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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晓伟

4月19日，马翠翠和她的家人正在大
棚里忙着采摘成熟的草莓。阳光透过大
棚的薄膜，洒在一排排整齐的草莓植株
上，照亮了他们忙碌的身影。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选择回乡
创业，为家乡的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毕
业于山东农业大学园艺专业的马翠翠就
选择回到家乡冠县清泉街道，当起了新农
人。马翠翠和她的丈夫发挥专业优势，承
包67亩地，建起了高标准大棚，种植高架

式无土栽培草莓，以实际行动助力家乡产
业振兴。

马翠翠与丈夫相识于大学校园，毕业
后在外地工作。2021 年，他们与毕业于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弟弟和毕业于青岛
科技大学的弟媳萌生了共同回乡创业的
想法。面对家人的反对，他们没有退缩，
坚定地回到了家乡冠县清泉街道。

为了实现创业梦想，马翠翠抵押了房
产和车辆，以此筹集资金。据了解，他们
投资建设的高标准大棚的成本超过 100
万元，两座棚的总投入高达 200 多万元。

此外，他们还购置了一台价值 60 多万元
的水肥一体化先进设备，可实现精准灌
溉、施肥。

万事开头难，创业的第一年，草莓的
效益并不理想。面对困境，马翠翠没有放
弃。她坚信自己的选择，相信现代农业科
技的力量。功夫不负有心人，她的草莓种
植迎来了转机。由于采用新技术，马翠翠
的草莓从2023年11月份开始上市，让游
客们能提前享受到采摘的乐趣。而且，这
个季节的草莓，因为其稀缺性，售价高达
80多元一斤，尽管价格不菲，但仍然市场

需求旺盛，供不应求。
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草莓的供应量

逐渐增加，价格持续下降，但日益红火的
采摘游还是让马翠翠保持了良好经济效
益。

创业之路往往充满了艰辛和挑战，
但马翠翠始终坚定信念，勇往直前。“作
为一名新农人，虽然每天很苦很累，但是
能把自己所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农业生产
上，在保障自身收益的同时，为家乡的产业
振兴贡献一份力量，我感到很自豪。”马
翠翠说。

马翠翠的“莓”好生活

■ 张目伦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随着乡村振兴
战略的深入实施，许多新技术、新品种、新
方法广泛推广，对劳动者的素质能力提出
了更高要求。

近年来，山东构建起从两院院士、泰
山学者到农技推广人员、“田秀才”“土专
家”的人才矩阵，农村实用人才总量超过
270万人，投身广袤乡村的高素质农民越

来越多，农村实用人才的示范带动能力越
来越强。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
在教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既要选才，
也要育才。4月初，我市高素质农民培育

“百千万”人才库建设正式启动。
“百千万”人才库的建设将打造一个

覆盖市县乡村的“四位一体”农民培训体

系，通过分层分类精准指导，进一步做实
农民技能素质的提升，推进农村共同富
裕。这座人才库，既是一项“基础设施”，
为农民提供增强技能、提升本领的必要条
件，也是一方“演出舞台”，为农民提供施
展技能、贡献才智的良好环境。

聊城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正乘着浩
荡的春风精准发力、持续推进。广大农民

朋友要做的就是抓住机会，积极参与培
训，练就一身硬本领，成就更好的自己；相
关部门要把人才库建设的相关要求落实
好，帮助农民朋友们更好地适应现代化农
业的需求，给更多乡村创新创业人才提供
大显身手的机会，让人才培育成为激荡乡
村振兴的“源头活水”。

谷雨暮春，万物生长。只要我们紧紧
抓住人才培育这个“牛鼻子”，那些具有深
厚乡土情怀，沉得住气、扎得下根、弯得下
腰，真正把心思用在农村建设上的乡村人
才，就会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

让更多新农人逐梦沃野

本报讯（通讯员 山林娜）“今年以来，我们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持续优化种植结构，壮大农业经营主体，着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带
动农户增收致富。”4月24日，阳谷县十五里园镇党委书记高传振说。

十五里园镇以项目建设为抓手，采取“基地+合作社+农户”的发
展模式，建设了樱桃山庄、党店香瓜、牛吴莲藕等一批特色农业示范
基地。该镇以樱桃山庄为依托，培育了十里井等7个樱桃特色产业
村，种植面积3000余亩，品种120个。以党店村为核心，近年新建、改
建100座日光式大拱棚，香瓜种植面积超500亩，先后成立了金田瓜
蔬、富强农作物种植等 4 个专业合作社，实现了生产规范化和标准
化。牛吴村拥有30余年的莲藕种植历史，每年生产的莲藕在本地市
场供不应求，直接给农户带来收益80万元。

十五里园镇

做精做强特色种植业

4月19日，东昌府区新区街道库财刘村葡萄采摘园内，工作人员
正忙着给葡萄除草、松土。

近年来，我市因地制宜，以旅兴农，成功打造了一大批生态农业
旅游示范区。 ■ 本报记者 许金松

■ 本 报 记 者 钟伟
本报通讯员 王艳青

4月22日，在阳谷县寿张镇周庄村果
蔬产业示范园的羊肚菌种植大棚里，一朵
朵羊肚菌撑开褐色的“小伞”，如雨后春笋
般破土而出。几位村民手提竹篮穿梭于
菌垄间，动作娴熟地采摘下鲜嫩的羊肚
菌。

“今年羊肚菌收成不错，估计采收会
持续到 5 月初。”“棚主”沈宏发难掩丰收
的喜悦。2023年7月，家住莘县十八里铺
镇的沈宏发在周庄村承包了3座大棚，开
始种植羊肚菌等菌类产品。“目前种了 12
亩，每亩预计采收 1000 多斤，一斤鲜菌能
卖到 30 元至 50 元。商家上门收购，产品
销路不愁，不仅卖到吉林、四川等地，还通
过经销商出口到日本、韩国和欧洲。”沈宏
发仔细地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今年48岁的沈宏发种植蔬菜已有30
多个年头，在家乡经营着 4 座大棚，为何
舍近求远，跑到 25 公里之外的周庄村去
租棚？“羊肚菌是一种药食同源的珍贵食
用菌，营养价值高，口感鲜美，市场前景广
阔。近两年，我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引进

‘六妹’等8个羊肚菌新品种进行试种，为
扩大栽培规模，一直想寻找一处种植基
地。”沈宏发说，“一次偶然机会，听说周庄

村的高标准温室大棚对外出租，就专门跑
来考察。”大棚的土地利用率高、水电网齐
全、交通便利、价格合适……他只去了一
次，就决定把羊肚菌基地设在周庄村果蔬
产业示范园。

周庄村曾是个靠天吃饭、一穷二白的
贫困村，村民以种植小麦、玉米等传统作
物为主。脱贫攻坚行动启动后，当地干部
一直琢磨着如何优化种植结构，带动村民

致富。2017年，该村利用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 295 万元，建起 13 座温室大棚，打造了
总面积 85 亩的果蔬产业示范园区——周
庄扶贫产业园。

脱贫摘帽后，周庄村人没有停下脚
步。2021年，扶贫产业园正式升级为振兴
产业园。“政府投入40多万元对路面进行
加宽、硬化，还建设了蔬菜交易市场、初加
工车间，灌溉系统、排水沟、监控设备等基

础设施一应俱全。”周庄村党支部书记赵
文来说。为了提高产值效益，周庄村以项
目资产租赁方式，将13座温室大棚，以每
棚每年1.2万元的价格租赁给有经验的专
业种植户。“目前，大部分大棚都是外村人
或者外地人承包的。”

果蔬种植基地初具规模，产业效益日
益显现，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周边群众就
近务工。

将羊肚菌多余的根部剪掉，分类摆
放，动作灵活又熟练……最近，早上送完
孩子上学，57岁的周庄村村民赵巧荣就骑
车到大棚里挑拣羊肚菌。“干一天挣 60
元，离家近，还能照看孩子。”赵巧荣一边
说着，手里的活儿丝毫不停。

周庄村果蔬产业示范园从无到有，再
到擦亮品牌、有了名气，是寿张镇推进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的生动写照。近年来，寿张镇充分发挥
党支部在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中的引领
作用，通过基地建设、政策引导、科学指
导，鼓励各村因地制宜发展优势特色产
业，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致富。

“目前，全镇成功打造了冀王水果、孙庙草
莓、大杜黑小麦、河旅店黄瓜、四棚香油等
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品牌，31个村
的集体经济年收入超10万元。”寿张镇党
委书记周云说。

■ 本报记者 马永伟 本报通讯员 朱红光

4月22日，临清市新华路街道好友养殖公司
总经理圣秋娟走进恒湿恒温的现代化鸡舍，轻
轻点击自动化养殖按钮，智能给料系统便迅速
填满料槽。

“喂料、饮水、光照、通风、温控、清粪、降尘，
全部实现了自动化。”圣秋娟介绍，公司基于自动
化设备的应用和物联网感知技术，探索数字养殖
技术集成应用解决方案，实现了生产过程的数字
化、精准化管理。

东陶村池塘边，养殖工人正在维护浮床，肥
美的鲈鱼在喷泉的“刺激”下自由自在地游弋。
近年来，新华路街道大力发展“坑塘经济”，按照

“一村一策、一坑一品”的原则，创新“村长+坑长”
坑塘治理模式，提高科技含量，将坑塘治理与改
善人居环境、发展特色产业有机结合，形成坑塘
治理长效机制，打造了符合地域特色的科技生态
型坑塘11个、经济型坑塘29个，辖区可养殖面积
达到359亩。实现科技型管理后，又通过自营、租
赁等方式发展乡村垂钓、坑塘种养等旅游观光项
目，年集体经济增收370万元。

谈起养殖业的科技引导，新华路街道办事处
主任姚强说：“通过近几年的探索，我们发现养
殖业中科技含量越高，效益就越好，所以在整
体规划上制定了‘一园一链’计划，把养殖业放
在科技自强的前沿，使之成为促进乡村振兴的重
要力量。”

“高质量发展需要科技自强，养殖业的腾飞在于科技含量的提
高。只有采用新思路、新装备、新技术，让养殖业打个翻身仗，才能有
效促进乡村振兴。”新华路街道党工委书记朱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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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张之英 张清强） 干净宽敞的道路、错落有致
的民居、摆放整齐的垃圾桶……4月22日，走进冠县清泉街道七里韩
村，村容村貌让人眼前一亮。

整洁的村容村貌源于该街道对农村人居环境的持续关注和提
升。3月份以来，清泉街道启动人居环境每周互查行动，成立由科级
干部带队，部分科室工作人员及管区党总支书记组成的互查组，每周
抽取5个村庄，对村内卫生、路域环境问题进行拍照、现场打分并形成
工作台账。“督导互查过程中，我们发现了问题、找到了差距、学到了
方法。”督导组成员姜正友说，人居环境每周互查行动，充分调动起居
民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提高了村庄“颜值”。

清泉街道

开展人居环境每周互查行动

周庄村果蔬产业示范园内，村民在分拣羊肚菌。 ■ 钟伟

本报讯（记者 张目伦 通讯员 董永波）4月24日，记者从莘县
获悉，2024莘县香瓜文化节暨赛瓜会将于4月28日开幕，届时，将举
办集中采瓜、新品品鉴等活动。

今年恰逢莘县香瓜产业发展30周年，为进一步扩大“莘县香瓜”
影响力，该县还将在燕店镇香瓜大市场举办香瓜产业发展30周年纪
念大会。

“燕店镇将以此次香瓜文化节为契机，持续发展壮大香瓜现代全
产业体系，开创‘莘县香瓜’二次革命新纪元，激发全镇人民群众的创
业热情，进一步提高品牌知名度。”2024莘县香瓜文化节暨赛瓜会筹
委会主任、燕店镇党委书记刘晋介绍。

莘县香瓜文化节28日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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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庄村来了“包棚客”

4 月 19 日，在茌平
区贾寨镇耿店村现代农
业示范园温室大棚内，
村民坐着自动升降采摘
车给黄瓜掐丝。

当前，我市农民抢
抓农时，开展农业生产
管理，为全年丰产丰收
打下良好基础，田间地
头一派忙碌景象。

■ 赵玉国 赵宝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