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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4 日，茌平区韩屯镇李灿然村，农技人员正在对小麦进行测
产。连日来，茌平区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人员深入全区14个乡镇（街道）
开展小麦测产工作，通过测量小麦株高、穗长、穗粒数、亩穗数等参数，客
观准确地评估今年小麦生产形势及产量，为大规模收获做准备。

■ 本报通讯员 马红坤 刘明明

本报讯（记者 张英东） 发展多年的林果产业如何实现高质量发
展？5月21日，冠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兰沃乡人民政府与鲁供农服集
团鲁西公司举行了果园托管种植服务签约仪式，将兰沃乡确定为今年果
园托管试点，为每个果园“量身定制”服务方案。

“这次签约共涉及兰沃乡9个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果园托管面积达
1442亩，可为当地农户节约种植成本100余万元。”5月27日，冠县供销合
作社联合社监事会主任杨光照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冠县是林果产业大县，尤其是兰沃乡，该乡有着多年的梨树栽培历
史。然而，近年来，冠县的果园也普遍出现果实品质下降、病虫害防治不
合理、土壤肥力下降、果树生产用工矛盾突出等问题，制约着冠县林果产
业的高质量发展。

冠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积极对接冠县林业局，详细了解冠县果树分
布状况，根据实地调研情况，提出了引进鲁供农服集团进行果园托管的
解决方案。今年三四月份，冠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组织兰沃乡多名村党
支部领办合作社负责人、林果种植大户，前往日照市、烟台莱阳市、临沂
蒙阴市等地，参观学习了鲁供农服集团在当地开展果园托管的成功经
验。

三方签约，果农受益。签约后，鲁供农服集团鲁西公司将为兰沃乡
的果农提供专业的果园种植技术和管理服务，包括土壤改良、苗木选择、
病虫害防治、销售等方面的全程指导。冠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和兰沃乡
人民政府将提供政策支持和监督协调服务，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这次签约，我们村500亩果园被托管。”兰沃乡韩路村党支部书记冯
俊奎说，“这是一个好的起点，我们希望能借助供销社和鲁供农服集团的
力量，把林果产业做大做强。”

三方签约 果农受益

兰沃乡1442亩果园被托管

本报讯（通讯员 王保文）“通过开展村内外废坑塘治理，村容村貌
焕然一新。如今，村庄宜居环境进一步生态、美化，村集体收入也实现逐
年增加，村民生活幸福感进一步得到提升。”5月24日，高唐县三十里铺
镇王牌村党支部书记王保海介绍。

近两年，三十里铺镇人居环境整治成效显著，北王、囤庄、王牌、冯庄
等村庄废坑塘改造开发成亮点，昔日纳污的废坑塘，逐步变身为集娱乐、
休闲、创收于一体的新风景，取得了“水清、岸绿、景美”的良好治理成
效。依靠党建引领，三十里铺镇通过垃圾清理、坑塘深挖、引水换水、绿
化美化等措施，引进了自动化机械实现循环养殖，把17亩废弃坑塘打造
成了生态鱼塘。“从坑塘开始治理到养殖运营，都是我们村集体出资的，
我们每年投放大约15000尾鱼苗，村集体年获益约7万到8万元。”王保海
说。

近年来，三十里铺镇大力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把废弃坑塘的改造治
理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的一项“硬指标”。该镇采取市场化措施推进坑塘
改造利用，鼓励有条件的村民承包坑塘，选择条件成熟、投资少、见效快
的坑塘作为试点，边治理边探索经验，积极树立典型示范。目前，三十里
铺镇正在全镇39个村推行坑塘改造，促使废旧坑塘成为美丽乡村建设的
一道亮丽风景线，全面提升农村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三十里铺镇

废坑塘变身乡村风景线

本报讯（通讯员 赵际良 李贵波）初夏时节，阳谷县寿张镇周庄村
蔬菜种植基地内，一座座大棚依次排列，棚内芹菜青翠欲滴，长势喜人。

“我们利用上级帮扶资金建起10座高标准温室大棚，通过发展芹菜、小番
茄、菌菇等特色种植，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增收。”周庄村党支部书
记赵文来说。

这是寿张镇打造乡村振兴示范片区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该镇立足
党建强基、增收固本、环境塑形、文化铸魂，不断绘就“和美寿张”乡村振
兴示范片区新图景。

寿张镇党委探索实施“1+5+N”基层党建工作闭环管理新模式，开展
以“提能力、转作风、促振兴”为主题的“书记月谈”活动，着力培育有情
怀、敢担当、能干事的村党组织书记队伍。建优、建强村党支部基层战斗
堡垒，提升基层党组织服务群众和强村富民的能力，工作成效进一步凸
显。推行“和美村庄”积分制管理，激发群众在基层治理中的主体意识和
责任意识，引导各村因地制宜改造“微空间”，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健
身区。

四棚西村挖掘传统古法香油、手工豆腐制作等特色加工产业，每年
增加集体收入20万元；冀王村发挥“水果之乡”品牌优势，发展特色生态
农业，成功举办水果采摘节，日客流量达1.5万人次；沙河崖村以刘邓大
军强渡黄河战役纪念馆为依托，将红色教育、田园观光、文化体验有机结
合，打造红色生态旅游和农耕文化特色乡村……寿张镇采取“党建+”模
式，突出产业优势，深挖文化内涵，坚持以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载体，
大力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助力乡村振兴“加速跑”。

寿张镇

加快推进和美乡村创建

■ 本 报 记 者 钟伟
本报通讯员 苏龙坤

57岁的冯金英当了3年村支书，时
间不算长，却带领阳谷县安乐镇袁楼村
闯出大名堂。“我们村曾是一个党组织
软弱涣散、集体经济薄弱的‘落后村’，
如今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富裕村’，年集
体收入近百万元，并被评为山东省第三
批乡村振兴‘十百千’示范村。”5 月 27
日，冯金英自豪地说。

2021年5月，冯金英当选袁楼村党
支部书记。当选后的第一次群众会上，
冯金英向大家许下三个诺言：建强支部
堡垒，培育特色产业，完善基础设施。“一
位女同志能不能当好村庄‘带头人’？”乡
亲们既对冯金英寄予厚望，又心存疑虑。

乡村要振兴，支部是关键。袁楼村
的蝶变正是从加强服务型党组织建设

开始的。2021年8月，鲁西地区出现持
续降雨，袁楼村因地势较低，积水尤为
严重。“如果不及时排涝，一季的玉米收
成就可能保不住，还会影响小麦播种。”
刚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不到3个月，冯金
英就遇到大难题。面对汛情，她不等不
靠，带领村“两委”干部钻进玉米地挖沟
排水。雨衣碍事，脱了雨衣，雨靴碍事，
脱了雨靴。“村里的大爷大娘看到我在
雨水里泡着，没时间做饭，煮了面条、下
了水饺，都想着给我送一碗。”冯金英动
情地说，在党员群众的共同努力下，积
水排除了，收成保住了，小麦也按时种
上了。

村民们心明眼亮。“第一板斧”挥
下，立竿见影，大家对她的信心更足了。

组织强了，人心齐了，如何壮大村
集体经济促进群众增收成了冯金英思
考最多的问题。“农村要发展，就必须

用好用活土地资源。”冯金英说，袁楼
村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从基本农田、
闲置边角地和废弃坑塘三方面做文
章、求突破。对于基本农田，发挥地势
平坦、土壤肥沃的优势，积极推动土地
流转。部分群众不理解，她起早贪黑，
挨家挨户算经济账，谈致富经，做思想
工作，最终促成了 1300 亩土地整建制
流转到合作社，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
50 万元。对于闲置边角地，抓住农村

“三资”清理契机，在整治后的废弃宅基
地上种植山楂、海棠等果树千余棵；投
入财政帮扶资金80万元，利用闲置厂房
屋顶建设光伏项目，每年可为村集体增
收 10 万元。对于废弃坑塘，引进投资
600万元的“渔光互补”项目，水上发电、
水下养鱼，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
丰收。

“第二板斧”奠定根基，“第三板斧”

同样劈在实处。袁楼村从群众急难愁
盼入手，用心办好每一件民生实事。针
对行路难，扎实开展主干道路硬化及胡
同修缮工作，重新铺设下水道500米；针
对文化服务短板，新建健身广场、口袋
公园、农家书屋，定期开展广场舞大赛、
村史传承、知识讲座等活动；针对农田
灌溉堵点，对扬水站进行改造提升，扩
大灌溉面积200余亩；针对基层治理痛
点，创新推广“积分+”制度，将信用积分
与人居环境整治、文明实践志愿服务、
移风易俗等村内事务深度融合，同时通
过物质奖励、光荣榜单、荣誉表彰等方
式建立信用激励机制，用“小积分”兑换

“大文明”。
3 年时间，“三板斧”砍得好、砍得

正，袁楼村大变样，支部强了，产业兴
了，环境美了，村民盼着在冯金英带领
下，村庄越来越好。

“三板斧”劈开幸福路
——看袁楼村何以成省乡村振兴示范村

5月27日，东昌府区堂邑镇“邑路繁花”乡村振兴片区教场李村的巧手编织坊内，村民在编织凉鞋。教场李村深度融合农文旅产业，建设精品民宿、农家乐，打造多彩美丽乡
村，以特色产业推动集体增收。 ■ 本报通讯员 张振祥 王保鑫

本报讯（记者 赵宏磊）“我们这个
村子里几乎家家户户都种大蒜，一亩产
出干蒜 1000 公斤左右。”5 月 25 日，冠县
斜店乡班庄村村民班东法对记者说，“希
望今年能够卖个好价钱。”

班庄村土壤保水能力强，含水量高，
对大蒜种植十分有利，该村种植大蒜已

经有30多年的历史。班庄大蒜是斜店乡
的特色农产品之一，被纳入国家名特优
新农产品名录，有着蒜味辛辣，宜久存的
特点，以其独特的色泽和蒜香享誉市
场。班庄村也因大蒜被评为山东省乡土
产业名品村村庄。

当前，斜店乡 2 万余亩大蒜陆续成

熟，迎来丰收季，蒜农们抓住晴好天气及
时采收，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挖蒜、
抖土、分拣、打捆，在班庄村的大蒜田里，
村民们正麻利地从松软的土里将大蒜拔
出……路边、地头成捆的大蒜一捆挨着
一捆，田间地头散发着一股淡淡的蒜香
味。

大蒜喜迎丰收，田间处处好“丰”
景。近年来，斜店乡始终坚持“一村一
品”的发展思路，充分利用地理、气候、土
壤等优势，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大蒜种植，
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农村电商平
台，当地蒜农拨响了增收致富的“金蒜
盘”。

斜店乡拨响致富“金蒜盘”

■ 本 报 记 者 赵艳君
本报通讯员 李爱明

5 月 23 日，东阿县刘集镇恒丰绿色
生态家庭农场，一棵棵碗口粗的樱桃树
上挂满了玛瑙般晶莹夺目的樱桃，让人
垂涎欲滴。

“最近这两三年，每当樱桃成熟时，
我都会带孩子过来采摘，让孩子亲近大
自然、体验乡村乐趣的同时，也能一饱口
福。这里的果子糖分高，又脆又甜。”市
民张青华边说边摘下一颗樱桃，轻轻擦
了一下放入口中，对果子的味道赞不绝
口。

“我们不断学习种植技术，同时也邀
请农技专家前来指导，以保证樱桃的品
质。如今正值露天大樱桃采摘季，来采
摘的人比较多，加上也有来自批发商的
大订单，我们的樱桃根本不愁卖。”恒丰
绿色生态家庭农场负责人王晓玉笑着
说，樱桃亩产在 500 多公斤，从这几年的
行情来看，收入还是比较可观的。

市场的红火，也让种植户发展樱桃
产业的信心更足。为推动樱桃产业高质
量发展，刘集镇锚定樱桃品质提升目标，
引导恒丰樱桃园进行品种改良，先后引
进美早、萨米脱、红灯、布鲁克斯等优质
品种 10 余个，形成品质更加优良的樱桃
栽培品系。

在提高果农管护技术，助力稳产丰
收同时，刘集镇还积极拓展“特色产业+”
文章，融合农村电商等新兴业态，推动特
色产业不断提档升级。

这几天，任庄村高标准蔬菜大棚内
的“甜王西瓜”迎来丰收，新农人也当起
了带货主播，在大棚里搭起直播间，凭借

“小屏幕”打开“大市场”，解锁产业发展
和致富增收“新密码”。

刘集镇任庄网格党支部书记任广才
说：“我们村种植西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20 多年前。如今，我们通过互联网带货
直播，开辟了一条新的销售渠道，让老百
姓种得放心，卖得舒心。”

产业是乡村振兴的“源头活水”，产

业兴则农村兴、产业旺则农村旺。近年
来，刘集镇把发展特色产业作为深入推进
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力点，通过政策引导、
技术帮扶、培育电商平台等方式积极为老
百姓谋划市场前景好、销售渠道稳的致富
产业。

“刘集镇将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农
业先进技术的成果转化为核心，积极培
育一批农业龙头企业，推动农副产品加
工由粗放、低端向精深加工转变，通过纵
向延伸产业链、横向拓展价值链，实现

‘特色产品+工业集群’式发展，在农业强
镇新赛道上抢开局、抓先机。”刘集镇党
委副书记、镇长李哲介绍。

瓜果熟 腰包鼓
——刘集镇发展特色种植产业助农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