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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张目伦
本报通讯员 刘殿宏

夏天到来，人们面临的一项烦恼就
是“蚊子无处不在”，每年都要与它们大
战几个月。

5 月 7 日，记者来到位于东昌府区
梁水镇张樊村的聊城市皎洁自动化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这是一家专注于
驱虫产品、清洁产品研发、生产及销
售的企业。从 2019 年便着手研发的
驱蚊产品——“防蚊网”如今即将面
世，这是公司重点打造的实力派驱蚊
产品。

该公司总经理樊庆会就是这款产
品的研发者。在技术研发室，他向记者
介绍了5年来企业致力于走绿色低碳发
展之路的艰辛和收获。

“这种防蚊产品不用燃烧，也不用
电，所含药物经过科学配比，自然挥发，
对人体健康基本没有影响。将其挂到
门口、窗户或阳台，平均每20平方米放
置一个，仿佛在房屋四周形成一张无形

的‘网’，蚊子不敢靠近。”
樊庆会曾在一家化工企业上班，辞

职后自主创业，先是在老家建厂房生产
驱蚊盘香，后转做杆香。从 2009 年开
始，他做起了电蚊香生意。“随着时代的
发展，传统蚊香市场逐渐饱和。另外，
此类产品科技含量低，很多小企业或小
作坊都可以生产，更重要的是安全性较
差，难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说起前些
年驱蚊产业的发展，樊庆会感触颇多。
据他介绍，传统蚊香要点燃使用，靠高
温让药物挥发，电蚊香要插电，通过化
工油促使药物挥发，这些方式可能会对
人体呼吸系统造成一定的刺激。

近年来，国家倡导绿色低碳发展，
这给了樊庆会加大科研投入、力促产品
创新的信心。“用‘防蚊网’的方式驱蚊，
这种技术主要掌握在日本企业手里。
该产品没有药物载体，能最大限度减少
环境污染。这是防蚊产业未来的发展
方向，既学不到又买不到，只能靠自己
钻研。”

说干就干，2019 年，樊庆会开始主

攻“防蚊网”生产技术研发。他带领技
术团队经过300多次试验，花费超40万
元，终于在去年 5 月突破生产工艺瓶
颈。目前，产品生产许可申请已被山东
省农业农村厅批准，农业农村部药检所
的农药登记证预计于6月下发，届时产
品就会投放市场。

“药物经过科学配比，含量非常精
准，加入缓释剂、抗氧化剂等，可自然缓
慢挥发两个月时间。生态试验、毒理学
试验、药效试验等结果对标国际标准，
经风阻系数计算等方式验证，产品技术
水平可媲美日本。技术革新为品牌发
展注入全新的活力，产品由‘杀蚊虫’转
型为更安全的‘驱蚊虫’，更符合市场需
求。”樊庆会表示，这种技术可以有效减
少碳排放，还将对规范整个行业起到较
大的促进作用，可以称为驱蚊产业的新
一代产品。

虽然产品还“养在闺中”，但来自
广东深圳、浙江宁波等地的客商已向
樊庆会发出邀约，出口订单也收到七
八个。为方便出口，开展外贸业务，樊

庆会准备在青岛办厂，目前已完成项
目立项。按照计划，今年年底可实现
投产。

在樊庆会的带领下，公司通过创
新经营和科学管理，已成长为一家集
驱虫产品和清洁产品研究、开发、生
产、销售于一体的科技型企业。目前，
企业建有 20 条先进流水生产线，产品
多达上百种，年产值达 5 亿元，拥有科
研人员 20 人，并与多所大学建立了长
期合作关系，聘请多名专家教授担任
技术顾问。

“企业要注重和行业顶尖人才加强
交流，这样才能使新品的研发后劲十
足。”接下来，樊庆会将积极吸纳、招引
高素质人才，强化研发和销售队伍。他
的下一个目标，是专注于诱杀蟑螂饵剂
的研制。“产品配方调制工作正在进
行，蟑螂食后会在无声无息中慢慢死
亡，灭杀效果明显，市场前景很好。”樊
庆会对企业下一步的发展作了科学、充
分的谋划。

樊庆会：驱蚊产业要走绿色发展之路

本报讯（记者 李政哲 通讯员 张凯）5
月6日，黄河东阿段风情线上杨柳依依，花开
婉妍，一派生机勃勃的美丽景象。

黄河岸边，东阿县新民黄金梨种植专
业合作社的梨园里，成片的梨树枝繁叶茂、
郁郁葱葱，果农们正在抢抓农时，忙着为梨
树疏果、套袋，确保秋梨果形好、果色正，为
今年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梨花落花后十天开始疏果，把小果、
过稠的果，还有畸形果去掉，这样能提高梨

的品质和产量。四月中旬疏果结束，四月
下旬开始套袋。”东阿县新民黄金梨种植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贺怀民说。

新民黄金梨种植专业合作社占地200
余亩，种有秋月梨、黄金梨、丰水梨等五六个
品种，不同品种间成熟期存在差异，大大延
长了产果期。并且由于采用梨树改接、疏
果套袋等系列高产增优技术，种植的果品
脆甜多汁、肉质细腻，深受市场喜爱。

“梨园的管理技术上，我们主要是和农

科院果树研究所的专家对接，每年都请他
们来果园开展讲座，搞技术指导。生产管
理上，严格按照绿色食品的管理标准来进
行生产。销路上，主要和国内大型果品公
司联合，和当地超市搞对接，销路不用愁。”
贺怀民介绍。

在合作社东北十多公里外的小店村，
瓜农们正在高标准大棚内忙着采摘、包装
西瓜。这里的西瓜采用吊蔓栽培、人工授
粉、膜下滴灌等技术，成熟后外形圆润、皮

薄籽少、糖分高、口感好，深受消费者青
睐。目前，单个西瓜大棚年收益可达到10
万元，西瓜产业带动了百余位村民就业。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关键。近年来，
东阿县鱼山镇借助沿黄区位优势与文旅
资源优势，沿旅游路、黄河大堤发展休闲
采摘农业近千亩，不断完善农业基础设
施，持续提升农业种植技术，特色种植呈
现出百花齐放的发展态势，为乡村振兴注
入了新活力。

鱼山镇

持续推动乡村特色产业提质升级

本报讯（记者 任焕珍 本报通讯员 王彦坤） 5月7日，在冠县
东古城镇田马园村，果农田建力的樱桃大棚内一片繁忙景象。晶莹
剔透的樱桃挂满树梢，色泽艳丽、个头饱满，这些樱桃将通过客商订
购、游客采摘以及网上销售等方式，销往全国各地。

东古城镇地处黄河故道，沙质土地为樱桃种植提供了得天独厚
的条件。当地樱桃口感纯甜、汁水充足，深受市场欢迎。利用温室大
棚种植技术，果农们可以控制生长条件，使樱桃提前上市，抢占市场
先机。

田马园村党支部书记田英冲介绍，该村共种植大樱桃3500余亩，
其中大棚樱桃400余亩，品种以“美早”为主，成熟期可持续至5月中
旬。预计今年仅樱桃一项种植收益就能达到2000万元。

在东古城镇，另一特色设施水果——大棚油桃也进入上市期。
在李才村，果农王琳琳的油桃大棚内鲜嫩油桃挂满枝头，果香四溢。
王琳琳说，她的油桃大棚面积约2亩，每年产量5000多公斤，按往年
价格计算，今年收入将十分可观。

李才村自1994年开始发展大棚油桃种植，管理经验和种植技术
丰富。该村油桃口感好、颜色红润且耐储运，深受市场青睐。来自湖
北荆州的客商说，因其品质优良而备受市场欢迎，他们已连续12年来
此收购桃子。目前，李才村油桃大棚已达5000余座，面积1万余亩，
年产量2000余万公斤，产值达1.6亿元。

东古城镇党委副书记魏斌表示，该镇将以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
为目标，继续扩大特色产业种植规模，延伸产业链条，做好配套支持，
推动乡村产业兴旺，用“致富果”让群众腰包鼓起来，引领农民群众走
好乡村振兴之路。

东古城镇

“致富果”鼓起群众钱袋子

本报讯（记者 夏旭光 吕晓磊）5月8日，记者从阳谷县石佛镇
了解到，石佛镇坚持党建引领，统筹全领域赋能矛调化解工作，凝聚
部门合力，不断完善矛盾调解处置流程，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快速
处置工作路径。

石佛镇依托社区、村等各级党组织建立矛盾调处化解网格，各级
党支部书记兼任网格长，党支部委员担任调处员。镇财政对网格长、
调处员发放工作补助。各级网格发挥哨点作用，发现需要调处的矛
盾由网格长和调处员第一时间靠上处置，调解积怨、化解矛盾、处理
问题。

石佛镇党委发挥党建统筹作用，吸纳镇工商联合会、工业园区法
庭、镇派出所等多个部门和机构加入矛调化解工作，建立联动机制、
形成部门合力。

通过窗口收集、网格员排查上报、公布热线电话、领导干部坐班
接访等渠道收集矛盾隐患线索，引导群众上门寻求帮助，工作人员分
流线索事件、匹配部门资源，开展纾难解困、矛盾纠纷调解、法律咨询
各项工作。以“民之盼，我必行；民之忧，我必解”为宗旨，根据群众反
映情况向相关部门发出“督办单”，问难度、催进度、有温度地推动工
作落实，营造了多元共治氛围，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
状态，将和谐稳定创建在基层。

石佛镇

党建引领完善矛调化解流程

本报讯（记者 蒲二利 通讯员 潘运
通）5月6日，莘县莘亭街道杜家村鑫海缘
蔬菜专业合作社牡丹示范园里，一株株“丹
红”牡丹竞相绽放。看着满园的鲜花，合作
社负责人杜清华激动地说：“这些牡丹花，
是我用从全国各地收集的盐碱土一步步培
育出来的，用这些花做成的花茶在市场上
反响很好。说起来，这些花能成功种植，多
亏了政府的帮助。”

作为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民，杜清华多
年来根植沃野、情系科普，一直从事农业技
术服务工作。他自行研发的盐碱土改良技

术，为乡村振兴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
研发的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他遇到的最
大困难，就是资金和土地问题。得知此事
后，村党支部主动上门服务，联合农村金融
服务点为杜清华协调助农贷款 100 余万
元，帮助其流转土地200多亩，有效缓解了
杜清华的燃眉之急。目前鑫海缘蔬菜专业
合作社已建设高标准实验大棚基地4个，
占地 1000 余亩，创建了 70 多人的服务团
队，累计举办培训班 500 多期，培训农民
20000多人次，托管服务大棚3000多亩，直
接带动县内 8000 多个蔬菜大棚增收上亿

元。
类似这样的党支部农村金融服务点

莘亭街道还有 16 个。近年来，莘亭街道
在莘县县委组织部的指导下，与莘县农商
银行等多家金融机构开展农村金融服务
点授牌、签约及干部挂职活动，加深“地企
共建”融合发展，将金融活水送到田间地
头，送到老百姓的家门口，累计发放助农
贷款270多笔，金额4000多万元。这是莘
亭街道聚焦共同富裕，推动“产业+科技+
金融+文创”四业融合发展的一个缩影。

“今年，我们正积极探索‘莘新乡融’党建

共同体发展模式，推动四业融合发展就是
其中一项重要举措。”莘亭街道党工委书
记马保玉介绍。“莘新乡融”党建共同体通
过党支部带头，金融机构助力，发展新质
生产力，整合利用各村的土地、劳动力、产
业等资源，探索一网服务、两圈串联、三主
协同、四业融合、五路共进的“12345”发展
新模式，吸引更多乡创客、农创客、社会资
本、高新项目落户，为乡村产业注入创新
创业活力，带动村集体增收、百姓致富，激
活乡村振兴的“一池春水”。

莘亭街道

党建新模式激活乡村发展“一池春水”

本报讯（记者 苑莘 通讯员 刘敏 张建军） 4月25日至26日，
省农林水工会、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在潍坊市临朐县举办了2024年
山东农技杯大樱桃暨种植能手评选活动。全省162份样品和101名
种植能手参加了评选，莘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推选的，由山东盛林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种植的大樱桃“美早”脱颖而出，获得大赛优质奖，成
为我市唯一获奖产品。

大樱桃暨种植能手评选活动是一个集中展示大樱桃优良品种、
品质和产业发展成就，树立大樱桃生产学习榜样和标杆的平台。举
办此次大赛对促进大樱桃品质提升、提高种植效益和促进樱桃产业
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年来，莘县不断完善林果技术体系，培
育新型主体，突出品牌效应，致力于打造一批特色鲜明、优势集聚、市
场竞争力强的特色林果产业，提高特色果品附加值，进一步拓宽农民
增收途径，有力推动了乡村产业振兴。

山东盛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高品质大樱桃设施
栽培、苗木研发培育、生产技术推广及高端果品营销的农业企业。该
公司种有大樱桃6万多棵，占地面积700余亩。其中设施暖棚20余
栋，联栋春棚50余栋。目前，已经完成标准化设施生产基地的配套建
设，包括智能化大棚管控系统搭建，水肥一体高效运行，生产技术推
广体系等，同时完成了高端果品线上线下营销的农业企业、批发商对
接等渠道建设。公司在莘县投资0.5亿元，建设了智能化、高标准设
施大樱桃生产园区，于2022年引进“美早”等优势品种的5年生大樱
桃树6000余棵，进行标准化设施栽培管理。当下，已经进入果品采收
销售环节，预计年产值达1000万元。

莘县“美早”大樱桃获省大赛优质奖

5 月 6 日，高新区顾官屯镇西程铺村村民在“共富工坊”加工外
贸订单。该村大力推进“共富工坊”建设，构建“党建引领、产业赋
能、工坊搭台、群众参与”共富模式，形成“支部领办合作社+工坊+
留守妇女”的增收模式，帮助在家的“赋闲人员”成为乡村发展的“赋
能人员”。 ■ 本报记者 商景豪 本报通讯员 梁明泼

5 月 5 日，在东昌府区沙镇
镇袁楼村西瓜大棚，大学生志愿
者通过网络直播帮助瓜农销售
西瓜。当前正是春季大棚瓜菜
集中上市时期，聊城大学农学与
农业工程学院的大学生志愿者
主动开展直播助农活动，10 多
名大学生志愿者利用“五一”假
期，深入乡村，走进田间大棚，借
助“互联网+直播”等多元化手
段帮助群众拓展销售渠道，促进
群众增收。

■ 本报通讯员 张振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