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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李政哲
本报通讯员 张凯

5 月 17 日，走进东阿县陈集镇李庙村的葡萄大
棚，一串串葡萄掩映在繁密的绿叶当中，粒粒饱满，在
阳光的照耀下，犹如玛瑙般晶莹剔透，散发着醉人的
香气，让人垂涎欲滴。

“我这棚品种是藤稔，种了三四亩，马上上市了，
这种葡萄糖分能达到十七八个。”村民秦均英正忙着
采摘、包装葡萄，大棚内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按照“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增量提质”思路，陈集
镇创建了4个300亩以上葡萄产业示范区，带动了20
个村庄发展葡萄种植，全镇葡萄种植总面积2000余
亩。其中，新建的钢结构冬暖式葡萄大棚，亩产2500
公斤以上，可以提前35天上市，经济效益显著提高，
亩均收入可达5万至7万元。

陈集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郭亮介绍，陈集镇在以
藤稔系列鲜食葡萄为主的基础上，又发展了蜜光、玫
瑰香、冰美人等多个品种，实现了多季有果。同时，该
镇注重品牌意识，葡萄产品通过了中国绿色食品认证
中心核定的“绿色无公害食品”认证，大大提高了全镇
葡萄产业的社会知名度和美誉度。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陈集镇在打
响“陈集葡萄”品牌的基础上，推动产业与文旅相融，
以农促旅、以旅兴农，打造农文旅新格局，推动田园变

游园、产品变商品，让乡村有人气、有财气、有生气。
当天，在陈集镇葡萄文化展示区内，游客或拍照

留念，或体验采摘乐趣，尽情享受慢节奏的休闲时光，
感受乡村振兴带来的高品质生活。

近年来，该镇依托葡萄种植产业发展休闲游，成
功打造葡萄种植基地、葡萄文化展示区等增收宝地，
开展葡萄文化节、举办葡萄农趣活动，带动周边经济
蓬勃发展，农文旅相融的陈集镇正成为都市人田园游
的新地标。一串串晶莹剔透的葡萄，淘出致富“真
金”，串起美丽经济，助力共富发展。

郭亮表示，陈集镇将加大对葡萄产业的支持力
度，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科技进步为支撑，以产业
化发展为目标，以农民增收为目的，深入推进乡村振
兴和农旅文融合发展，以“党支部+合作社+企业+农
户”的综合发展模式，不断提升现代农业发展水平，打
好乡村全面振兴主动仗，绘就宜居宜业宜游和美乡村
新画卷。

小葡萄串起致富链

本报讯 （文/图 记者 刘丛丛 朱全智） 5 月 14
日，高唐县汇鑫街道邹阁村瓜蒌种植基地的晾晒场，一
串串金黄色的瓜蒌正在阳光下晾晒。瓜蒌籽被誉为

“瓜子之王”，是药食兼用型产品。瓜蒌的果实、果皮、
根茎均为上好中药材，近年来，该村发展瓜蒌种植，村
民的收入不断增长。

“大概有200吨的瓜蒌将在此晾晒6个月以上，这
批干瓜蒌收益能超200万元。”邹阁村党支部书记林立
军说。

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传统中医药中，优质的
道地中药材是关键。瓜蒌作为山东省的一种道地药
材，个大质优，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其中“高唐
瓜蒌”是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近年来，邹阁村大
力发展瓜蒌种植，在黄土地里种出了增收致富的“黄金
果”。

然而在3年前，邹阁村村民还以种植小麦、玉米为
主，过着“土里刨食”的日子。如何依托传统产业带领
群众致富增收，成为村党支部亟须解决的问题。林立
军带领村党支部一班人找到了全国党代表杜立芝，在
杜立芝科技服务团队的指导下，确定要带领村民发展
中药瓜蒌特色种植。

“瓜蒌种植，春种秋收，一年植苗可连续多年收益，
属典型的短平快生态绿色农业产业。”林立军说。起
初，村民的积极性不高，林立军带头入股10万元，村集体
以60亩集体土地参与入股并分红。为了解除群众的后
顾之忧，村里建立了订单农业合作，采取“技术服务+产
品包收、地头收购”等多种方式，提高群众入社的信心。

“麦收后，瓜蒌从地里生长出来，秋后收货，不仅省
事，还不影响小麦的种植，亩产可达1000公斤，每亩收
入近4000元钱。”站在地头，林立军算着账。

去年5月，林立军与聊城大学在人才培养、实践课堂等领域深入
开展合作，共同打造中草药种植合作社，当年为村集体增收12万元。
目前，当地已经形成了以邹阁村为核心的瓜蒌种植产业圈，辐射带动
周边村庄种植面积超1000亩。2023年，该合作社被评为山东省中药
材生态种植基地创建单位，与山东省药材集采中心签订了协议。同
时，邹阁村投资2000万元，引进了中药材瓜蒌加工车间，通过深加工
提高产品附加值。

3年来，邹阁村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呈现出朝气蓬勃、欣欣
向荣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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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于伯平
本报通讯员 朱艳荣

5 月 17 日，在阳谷县狮子楼街道刘华村的麦田
里，绿油油的小麦已进入生长“冲刺”阶段，齐刷刷的
麦穗精神抖擞，托起了当地农民丰收的希望。麦田旁
的刘华村种植专业合作社内，该村党支部书记韩金存
正与阳谷县恒鑫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讨论
着富硒黑小麦产品的网络销售事宜。“借助电商的力
量，预计今年合作社的销售额将超300万元。”韩金存
说。

对农民来说，土地是最宝贵的资源。如何利用有
限的资源带领村民增收致富，是每一位村庄领头人面
临的最现实问题。2020 年 4 月，为提高土地产出效
益，发展集体经济，刘华村党支部牵头成立了种植专
业合作社，主要经营范围为富硒彩色小麦等特色农产
品的规模种植和深加工销售。“现在白面粉已经不稀
罕了，但彩色小麦制成的面粉很受欢迎。而且随着人
们对健康生活的重视，富硒农产品的消费市场也在日
渐扩大。”韩金存说。

该村采取“党支部+合作社+农户”形式，带动村
民种植彩色小麦，建设面粉、面条加工生产线并投入
生产，所生产的富硒彩色小麦粉、彩色面条在城区多
家超市销售，形成了完整的产供销链条，每年可增加
集体经济收入 3 万元左右。村民俞秋荣对记者说：

“合作社成立后，小麦从种到收都有人管，不仅地里的
活不用操心了，还能在面粉加工厂打工，既增加了收
入，还能照顾老人和孩子，日子真是越过越红火。”

在实现乡村振兴过程中，农村电商的发展潜力快
速显现，尤其是以直播间为载体的农产品销售，成为
助力农产品上行、带动乡村就业创业的重要手段。近
年来，狮子楼街道鼓励各村党支部积极探索新型“党
建+合作社+电商”发展路径，发挥好“火车头”带动作
用，带领群众搭上“致富快车”。对此，韩金存也谋划了
刘华村的网络“丰收策”。“让农民从‘会种’到‘会卖’，
让农村电商从业者从‘懂卖’到‘懂种’，两者之间的良
性互动对推动农村电商提质增效、促进农产品进城非
常重要。”韩金存说，如今，“销农货，找电商”成为许多
农民的共识，但具体如何“触网”，村民们并不在行。

为此，他们与阳谷县恒鑫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合
作，邀请专业主播下到田里，记录、展示农产品的种
植、采摘、打包、发货等环节，既卖了货，又增加了网友
对当地农业的了解。不仅如此，他们还针对基础农产
品网络竞争力不强的问题，注册了“同心老家味道”农
产品商标，激活农产品的品牌效应。“通过网络推广，
消费者对刘华村农产品的认知度、美誉度逐渐提高，
产品需求也随之不断增加。去年，合作社的网络销售
占比达到了三分之一。”韩金存说，下一步，他们将继
续扩大规模，提高产量，生产出更多健康优质的农产
品，进一步打响“同心老家味道”品牌，带领村民增收
致富，助力乡村振兴。

“再过10多天，今年的小麦就能收割了，到时候
合作社将开足马力，把刘华村丰富的农产品送到千家
万户。”站在麦田边，韩金存的脸上洋溢着喜悦，目之
所及，是一片欢腾的绿色海浪，也是他用心编织的幸
福梦想。

麦田里的“丰收策”

图一：5月19日，在
东昌府区侯营镇周海子
村荣达葡萄种植家庭农
场，果农在采摘葡萄。
近日，该农场12座大棚
的红艳天、蓝钻等优质
品种葡萄陆续成熟。近
年来，东昌府区持续引
导果农引进新品种、新
技术发展葡萄种植产
业，极大提高了农民的
经济效益。

■ 张振祥 杨占琦

图二：5月20日，游
客在茌平区韩屯镇张桥
村樱桃种植基地采摘樱
桃。近年来，茌平区积
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重点培育果蔬特色化、
规模化、标准化种植，鼓
励发展生态观光、休闲
采摘等现代特色农业，
进一步助力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

■ 马红坤 李云飞

图三：5月20日，在
茌平区贾寨镇前付村，
村民在给桃子定果套
袋。近年来，茌平区持
续发力林果产业，有效
促进农民致富增收，壮
大集体经济。

■ 赵玉国

图四：5月16日，在
东昌府区闫寺街道辛王
村高标准农田，农民在
麦田除杂。为提高小麦
繁育良种纯度，东昌府
区引导当地农民对小麦
良田内的杂穗、劣株、病
株和杂草进行拔除，确
保小麦良种纯度，把好
种子质量关。

■ 张振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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