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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通讯员 王艳青 李贵波

5月10日，走进阳谷县寿张镇冀王
村，国光大道、橘苹胡同、久光小巷、富
帅街……以苹果品种命名的大街小巷，
让人耳目一新，成片的苹果花迎风摇
曳，为美丽乡村增添了别样风情。

“冀王村素有水果之乡的美誉，尤
以苹果而远近闻名，种植面积达 2360
亩。每年四月开始，慕名前来赏花品
果的游客络绎不绝。”该村党支部书记
雷春华介绍，为持续推动村集体和农
户增收，村党支部领办了荣鑫种植农
民专业合作社，将生态资源、林果资源
和旅游资源进行整合串联，通过抖音、

微信等网络平台推介优质果品，叫响
“水果之乡、富美冀王”品牌。去年 10
月成功举办了首届水果采摘节，首日
人流量突破 1.5 万人次，线上线下销售
额突破300万元。

这些积极的探索，为冀王村林果业发
展注入了新活力。目前，该村林果种植面
积稳定在3360亩，年产值1150万元，林果
业收入占到农民收入的七成以上。

冀王村林果产业活力迸发，是寿张
镇探索多种有效形式壮大村集体经
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引领乡村
振兴战略实施的一个缩影。近年来，
寿张镇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积极整合
技术、资金、土地优势资源，进一步做

强主导产业、做优特色产业，不断增强
村集体造血功能，让农村“家底”更厚
实、“家业”更殷实。

该镇探索创新“1+5+N”党建工作
法，搭建“书记月谈”擂台，围绕产业发
展、集体经济等方面定目标、谋思路，
形成“讲、做、比、评”闭环模式，用党建
引领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按照“一村
一品、一村一特色”的发展思路，将 67
个村划分为土地流转型、红色资源型
和产业带动型等三个类别，通过多方
调查、认真研判，选择适宜的产业项
目，涌现出冀王水果、大杜黑小麦、河
旅店黄瓜、四棚香油等一批叫得响的
特色农业品牌。以深入推进村党支部

领办土地股份合作社为契机，推动良
种、良机、良法、良田深度融合，全力以
赴促进粮食稳步增产。截至 2023 年
底，全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自营种植
小麦面积 1.09 万亩，平均每村自营流
转土地 351 亩，带动集体增收 130 余万
元。

党建引领指明方向，特色产业蓬勃
兴起，村民共享红利收入，在寿张镇，
处处涌动着村庄发展的热潮，村级集
体经济发展蒸蒸日上。2023 年，全镇
村集体经济收入达 1196 万元，同比增
长 41%，其中 31 个行政村集体收入超
10万元，50万元以上的村有12个，占比
38.71%。

蓬勃产业厚“家底”
——寿张镇持续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

本报讯（记者 王军豪 通讯员 朱红
光）“针对喷漆污染，我们进行了精准化
改造，升级改造喷气阀，连接新上的催化
燃烧系统，使 VOCs 排放量达到最低；再
就是车间内密闭生产，每一台焊机都配备
焊烟净化器，并定期对设备维护。”5月8
日，临清市建筑机械厂办公室陈旭伦说。

该厂是山东省建机行业骨干企业、省
建筑科学院新产品开发基地，所生产的各
种类型的系列自升式塔机，销售区域遍及
全国各个地区，深得用户好评。“去年以
来，在街道办事处领导下，我们制定了
VOCs升级改造措施。增设前置过滤箱、

气旋塔、前处理箱、活性炭吸附装置、催化
燃烧系统、脱附系统，后经15米高烟囱排
出废气，确保排放达标。经专家组和检测
机构验收，各项排放指标均达到国家标准
排放要求。”陈旭伦说。

临清市新华路街道不断加大污染防
治力度，全面开展生态环境问题排查整
改，两次获得聊城市空气质量生态补偿资
金。在网格化巡查工作中，涉及VOCs提
标改造企业71家，改造催化燃烧企业45
家，其余 26 家增加了活性炭。对巡查企
业发现的问题进行立即整改，促使企业每
周开展不低于3次洗厂行动。

“我们在把污染防治重点放到企业的
同时，也加大了社会性的治污措施，包括
油烟净化、臭水治理、洒水降尘等，采取综
合措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新华路街
道办事处主任姚强说。

为做好环保宣传，新华路街道在秸秆
禁烧工作中，制作宣传条幅 700 条，在村
居主要干道及田间地头悬挂，做到全方位
覆盖。录制秸秆禁烧音频在村级广播循
环播放。利用无人机及高空瞭望设备全
域巡查，发现苗头及时制止。

“对于农村生活污水和黑臭水体治
理，我们已修建了刁庄、于庄、东胡3处80

吨污水处理站，目前运作良好。”新华路街
道负责环保工作的刘登宇说。

在散乱污企业治理中，新华路不定期
巡查，对发现的散乱污问题，全部现场取
缔拆除。在洒水降尘工作中，每天对辖区
道路及重点区域进行洒水降尘，对部分未
硬化的道路进行了硬化或覆盖；对辖区内
在建工地、料场、粮食收购等隐患地点进
行重点检查，对不符合要求的立即下达停
产整改通知。

“我们不断推进精准治污、科学治污、
依法治污，使企业不断升级，环境更加美
好。”新华路街道党工委书记朱亮说。

新华路街道

精准治污共建美丽家园

本报讯（通讯员 胡来振） 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阳谷县
狮子楼街道纵深推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帮扶集中排查工作走深走实，查
缺补漏防止“两不愁三保障”问题反弹，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
线。

为扎实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项工
作，该街道多次召开全体机关干部、党支部书记、村级乡村振兴联络员
业务指导培训会，认真学习相关业务知识，压实责任，提高业务水平。
各社区、村庄通过微信小程序、大喇叭广播等多种形式向群众广泛宣传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政策，确保家喻户晓。利用上门张贴的机
会，社区工作人员和村干部对辖区所有住户进行全面摸排，不漏一人。
对于群众的疑问和需求，工作人员面对面解答，手把手协助。帮扶责任
人每个月至少走访一次，关键节点多次走访，在详细了解帮包户近期生
活情况后，认真如实填写帮扶日志。及时了解掌握政策落实情况，确保
房屋鉴定、教育、医疗、饮用水安全、兜底政策等落实到位，如发现困难
情况，及时向上级部门进行反馈，协调解决，实现“早发现、早干预、早帮
扶”，做到“应纳尽纳、应扶尽扶、应退尽退”。

狮子楼街道

织密防返贫监测网

本报讯（记者 郭彦哲）眼下正值小麦的扬花灌浆期，病虫害也进
入高发期，为确保夏粮稳产丰收，5 月 13 日，高新区组织农技人员深入
田间地头，对小麦现场“把脉”，全力做好小麦的病虫害防治工作。

在顾官屯镇花石槽村，聊城市“杜站长工作室”农技专家张海燕到麦
田现场为村民们讲解防治小麦条锈病的注意事项。张海燕表示，小麦条
锈病是全国监控的重大病虫害，会严重影响麦子的光合作用，直接导致
产量锐减，因此防治该病对于保障丰产丰收有重要作用。

面对面宣传讲解，增强了技术培训和指导的精准性，进一步提高了
广大村民主动防治、科学防治的意识。“今天专家来到我们村，指导条锈
病、白粉病如何防治，让我们掌握了很多知识。”花石槽村村民陈希坡高
兴地说。

为全面做好农业技术指导服务和监测防控工作，高新区成立“杜站
长工作室”，除了定期组织农技专家到现场为村民答疑解惑外，还设置了
农业技术问题热线，及时为群众讲解农业相关知识，逐步形成了区、镇、
村三级联动的服务机制。工作室每周会安排2名不同类别的技术人员值
班，确保热线电话24小时畅通，保证为农服务不掉线。

高新区农业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王莹告诉记者，他们在
打造“杜站长工作室”农技服务品牌的同时，组建了技术过硬的服务队
伍，形成上下统一、协调联动的服务机制，建立了咨询答复、实时连线的
平台系统，切实为服务农村农业提供技术支持。

“未来，高新区将不断加强农技力量，采取线上线下与农户实时交
流的方式，持续强化精准服务、深化全程指导、优化服务模式，及时解
决农户在春耕生产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确保为农服务走深走心走实。”
王莹说。

高新区

农技服务助力夏粮丰收

本报讯（文/图 记者 任焕珍 通讯员 张凯）5月11日，东阿县大桥
镇郭口村，多彩的墙绘、雅致的庭院与艺术感满满的画廊相映成趣，好一
派田园风光。

近年来，凭借一系列文旅项目的建设，该村已成为乡村游的热门目
的地，其中，特色民宿红富小院尤为引人注目。这座占地280平方米的民
宿，配套设施齐全，主打家庭亲子游玩体验。游客们可以在这里春赏花、
夏避暑、秋观红叶、冬赏雪，尽享乡野生活的宁静与惬意。自去年运营以
来，红富小院迅速“出圈”，受到广泛好评。

郭口村的转变，得益于大桥镇对乡村振兴的深入探索与实践。去年
以来，该镇积极争取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在郭口村集中建设了黄河豆腐
工坊、林下别院、红富小院等一系列文旅项目，让村庄焕发出新的生机与
活力。

郭口村党支部书记郭怀生说，以前村里文旅产业几乎为零，现在已
发展成为多元化的“N”产业。这一转变得益于用文化激活乡村，让生态
赋能产业。多个项目的推进，让村集体经济、村民收入双提升。

大桥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张亚东说，如今，农文旅融合已成为激活乡
村振兴的新引擎。未来，该镇将继续发挥沿黄优势，按照“产业升级+乡
村旅游+文化研学”模式，启动乡村振兴“双招双引”计划，推出更多旅游
和研学路线，深化农文旅融合发展，让村民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共享
乡村振兴发展成果。

郭口村的农文旅融合实践，还为周边群众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在
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该村正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活力，绘就出一幅和美乡
村的新画卷。

大桥镇

农文旅融合助乡村游“火出圈”

大桥镇郭口村的特色民宿红富小院

5月8日，在东昌府区侯营镇老鸦陈村高标准农田，农民在手机上操作水
肥一体化智慧喷灌系统对小麦进行浇灌。据了解，这套伸缩式水肥一体化智
慧喷灌系统能喷灌覆盖400亩地，一人操作就可以完成灌溉、施肥和喷药。每
次灌溉一亩小麦仅用水40立方米，比传统灌溉方式节水三分之一，既实现了
小麦的良好管理，又达到了省工、节水、节肥、节药效果。

■ 本报通讯员 张振祥 杨占琦

■ 本报记者 陈霞 本报通讯员 王方方

5 月10 日，在第十二届冀鲁豫·莘县
（董杜庄）西瓜节赛瓜大会上，莘县绿蔬
源种苗有限公司的负责人韩晓朋正向
来往的农户和客商介绍繁育的“黄妃”
西瓜。

“这是今年试验种植的新品种‘黄妃’，
绿皮黄瓤，吃起来有冰激凌的口感，糖度
能达到 17 个点，价格也比普通的礼品瓜

高出不少，相当于西瓜中的‘爱马仕’，明年
计划大面积推广繁育。”韩晓朋拿着新品种
西瓜自豪地介绍。

据了解，莘县绿蔬源种苗有限公司成
立于2019年，起初只有一个1亩多的小苗
圃，经过5 年的发展，现已拥有冬暖式育
苗棚 5 座、拱式育苗棚 1 座，占地 30 余
亩。作为董杜庄镇西瓜苗的主要繁殖基
地，莘县绿蔬源种苗有限公司不仅在西瓜
的繁育上取得了显著成果，还积极拓展业

务范围，现已涵盖西瓜、甜瓜、茄子、辣椒
等多种瓜菜苗的繁育，每年种植4茬瓜菜
苗，年产量高达1500万棵，为当地及周边
地区的农户提供了优质的种苗资源。

谈及公司的快速发展，韩晓朋感慨
道：“我们能够发展到现在的规模，离不开
莘县农商银行的大力支持，特别是‘种苗
贷’放款快捷、还款便利、使用灵活，为我
们解决了资金上的后顾之忧，让我们能够
更专注于种子引进和种苗繁育工作。”

近年来，莘县农商银行立足传统农
业产业优势，积极对接辖内种苗行业客
户，围绕“种苗贷”贷款产品服务推广，积
极探索助农惠农新模式、新途径，组建党
员金融服务队，向合作社成员和农户宣
传解读优惠政策，为种苗行业客户提供
更加优质、高效、低成本的综合性金融服
务。截至4月末，共向165户种苗行业客
户贷款 7920 万元，有力保障农村产业经
济发展。

金融助农催甜“致富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