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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苑莘

“目前，我们村 7 个高标准蔬菜大棚
正在建设中，这个月就能交付使用。届
时，每年可带来经济收益超过70万元，带
动就业人数30人，给群众带来在家门口
就业的机会和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7
月1日，莘县魏庄镇南阳村党支部书记王
培福说。

近年来，魏庄镇党员干部凝心聚力、
实干笃行，坚持将产业振兴作为乡村振兴
的关键之举，不断做大做强瓜果蔬菜产
业，全面完善农业全产业链建设，推动农
业实现高质量发展。魏庄镇现有冬暖式
大棚2.8万亩、大拱棚1.5万亩，主要种植
香瓜、甜瓜、黄瓜、樱桃西红柿等优质瓜果
蔬菜，年产量可达7.2亿斤，种植户人均年
收入5万元左右。这样的成绩是如何实现
的？

金融帮扶改造
大棚升级有“助力”

魏庄镇大棚瓜菜种植已有20多年的
历史，今年该镇聚焦现有大棚土地利用率
偏低、设施老化、产出效益偏少、劳动强度
偏大等短板问题，有序推进老旧大棚改造

提升工作。
今年年初，魏庄镇党委召开老旧大棚

改造提升专题党委扩大会议，在总结去年
改造提升经验的基础上，研究制定了

《2024 年度魏庄镇老旧大棚改造提升工
作方案》，计划今年改造提升老旧大棚
5000 余亩，约 1200 个单体大棚。根据群
众需求，该镇主动对接金融单位，保障大
棚改造顺利进行，助力产业结构升级。针
对资金存在缺口的农户，开展上门式服
务，并结合群众实际需求，精准提供金融
信贷产品，切实解决群众资金后顾之忧。
开展大棚提升改造以来，有效使用魏庄农
商行“大棚贷”资金超1亿元，现完成大棚
提升改造 1800 亩，改造后的大棚亩均收
入较之前提升2.5万元，每亩年产量比改
造前高出30%至50%。

科技牵手农业
丰产增收有“良方”

魏庄镇的设施农业快速发展离不开科
技的助力。当地以科技推动品种更新和品
牌建设，镇域范围内的农业专业合作社围
绕试种、选育、推广新品种，示范带动本地
农产品提档升级，今年冰激凌甜瓜、网纹蜜
瓜、小糖丸西瓜等新品种在全镇范围内推

广种植，促进了农业大增效、农民大增收。
当地农户还非常关注品牌建设，镇域内“三
品一标”认证农产品24个，品牌知名度和市
场占有率逐年提升，“品牌溢价”效应逐步
凸显。

该镇还围绕育苗、种植、推广、销售、
加工等环节，打造种苗培育提档升级核心
示范区，形成了以同利种苗、青禾农业为
代表的育苗基地集群，镇域内育苗企业
70余家，年育苗10亿余株，不仅满足本地
需求，而且通过线上线下方式，销往河南、
河北、内蒙古、辽宁等多个省市。他们积
极拓展涉农企业产业功能，唐龙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年生产生物有机肥、微生物菌剂
等新型肥料达3万吨，获评市级农业龙头
企业。恒灿塑业有限公司年产育苗穴盘
8000 万张，年销售额达 5000 万元以上。
金蚂蚁塑业有限公司年产大棚膜5000余
吨，被评为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如今，
在魏庄这片土地上，科技正转化为实实在
在的生产力，更好地惠及广大农民，绘就
农业好“丰”景。

拓宽销售范围
产品出售有“渠道”

目前，魏庄镇正积极推动投资 3 亿

元的智慧农产品交易中心及冷链仓储物
流产业园建设项目。该项目集农产品的
产后储藏、分拣、加工、集散、运输等功能
于一体，可形成完整的冷链物流体系，实
现果蔬从大棚到仓库的一步到位，进一
步解决果蔬销售渠道的问题，促进农业
产业链完善。

销售渠道是魏庄镇推动农民致富的
重点。该镇将电商产业作为强链环节，
大力培育电商从业人员在种苗推广、农
资销售、农产品上行中的销售能力，带动
群众增收致富，同时积极引导辖区内农
业合作社、农贸市场开展网络批发，拓宽
农产品上行渠道。今年以来，月龙瓜果
蔬菜专业合作社向中国果蔬行业领头企
业深圳鑫荣懋果业公司提供瓜菜货值达
到 1500 万元；莘魏果蔬专业合作社向国
家重点龙头企业杭州鲜丰水果有限公司
提供瓜菜货值突破 700 万元；“缘果农”
农副产品有限公司、鲁谷农业专业合作
社与省重点连锁企业山东家家悦超市达
成稳定供销框架。经过这两年的发展，
魏庄镇现有电商企业50家，电商直播基
地3个，县级示范村12个、县级示范企业
9家，年电商销售额超10亿元。

人均年赚5万元是如何实现的
——细看魏庄镇助农致富三招

本报讯（通讯员 王艳青 李贵波） 为共筑“护苗”安全防线，守
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7月4日，阳谷县寿张镇组织开展“护苗·绿书签
行动”宣传活动，进一步营造绿色、健康的文化环境。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什么是绿书签吗？”“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识
别非法、盗版出版物呢？”……在街头闹市、学校门口，寿张镇“护苗”
文明志愿者一边发放明白纸，一边向群众耐心宣讲，并结合典型案
例，教大家如何识别和有效抵制文化垃圾。志愿者与学生们进行了
深入的互动交流，积极倡导同学们绿色阅读和文明上网，支持和购买
正版刊物，全力保护知识产权，努力成为“绿书签行动”的坚定践行
者。

此次活动，提升了群众对非法出版物及有害信息的防范意识
和鉴别能力。下一步，寿张镇将扩大参与范围，丰富宣传形式，持
续推进“扫黄打非”“护苗·绿书签行动”“全民阅读”各项工作，倡
树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同心协力营造健康有序的文化市场
环境。

寿张镇

“护苗行动”营造绿色文化环境

■ 本报通讯员 郭洪广

7 月 8 日，走进位于高唐县固河镇崔
农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育苗大棚，映
入眼帘的是一派繁忙的劳动场景：一排
排育苗盘摆放得整整齐齐、一株株种苗
青翠欲滴、长势喜人，工人们分工合作，有
条不紊地进行着选苗、装盘、嫁接、浇水、
盖膜……

“我们的订单现在是供不应求，客户既
有周边种植户，也有外地的种植大户。今
天早上，一个山西客户刚拉走20万株苗。”
合作社负责人杜曰海介绍。

崔农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是高唐县规
模较大的工厂化育苗基地，也是固河镇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发展蔬菜产业的新型项
目。2017年，当地投入资金200万元，建设

3座育苗棚、10座瓜菜大棚，占地面积20余
亩，育有西红柿、网纹瓜、有机菜花、茄子、
西瓜等13个新品种，每年可为全国各地蔬
菜种植户提供 600 多万株的优质种苗；与
此同时，随着育苗基地的扩大，带动附近
30多名村民就业。

杨丽华是崔堂村村民，在育苗基地里
上班已经3年了，她在这里学会了育苗技
术，收入也比刚来时增加了不少，她很喜欢
这份工作。“俺每个月工资3000元，每天主
要负责给种苗浇水、打药、调节棚里的温
度，因为离家近，还能把家照顾好。”正在给
种苗装箱的杨丽华高兴地说。

蔬菜育苗只是固河镇多措并举发展特
色产业带动农民增收的一个缩影。产业振
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也是实际工作
的切入点。近年来，该镇以特色资源、区位

优势，转变传统种植养殖的发展模式，按照
多元协同发展的思路，为群众增收致富，助
力赋能，扎实推进乡村振兴。

做大特色产业。该镇围绕“药、菜、果”
三大特色产业做文章、促增收。立足地道
药材资源，实施中药材种植专业强镇工程，
不断提升种植技术与规模，栝蒌、金银花等
中药材种植面积超4000亩，辐射37个网格
村。创新实施“集体+致富带头人+致富项
目+贫困户”经营模式，发展有机菜花、芦
笋等特色菜种植面积超过4000亩，年产各
类蔬菜达5000吨。

借力金融赋能。“今年俺种的大棚西红
柿纯收益可达10万元，多亏了上级扶持政
策为我们提供了资金支持。”朱庄村大棚种
植户郝龙先激动地说。去年以来，该镇将

“齐鲁富民贷”与“农业强镇”“信用固河建

设”紧密融合，实施一系列扶持政策，有效
缓解辖区内种养大户、农民合作社融资难、
融资贵的问题。截至目前，已累计发放贷
款2114万元，覆盖37个村庄，千百位农村
群众从中受益。

打造人才高地。农业不再是简单地挖
坑埋土，而需要适时调整种植思路，培育一
批新型职业农民。近年来，固河镇持续加
强对特色产业的技术支撑，每年农忙过后，
都会邀请农学专家为农户提供针对性培
训，从种子培育、种植方式上进行指导，到
田间地头现场教学，不断优化农户的种植
技术，提高产业效益。今年以来，已开展职
业技能培训1200人次，为乡村振兴培养了
一批新型职业农民。

温室育出金苗苗
——固河镇富民产业为乡村振兴添动力

7月6日，东昌府区沙镇八棵杨新村葡萄交易中心举行冷棚葡萄
大赛，来自该镇69家葡萄种植合作社参加比赛。比赛以葡萄单穗重、
含糖量、单果重、品相为评比标准，通过无记名评比，评出总冠军、葡
萄王、葡萄甜王等奖项。

■ 本报通讯员 史奎华

7 月 1 日，在茌平区
乐平铺镇后常村，农民
在管护仙人掌。

近年来，茌平区持
续在发展特色农业上做
文章，因地制宜、因村施
策，通过“基地+农户”

“合作社+农户”等模式，
发 展 仙 人 掌 等 特 色 种
植，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推动农业提质增效，助
推乡村振兴。

■ 本报通讯员
马红坤 肖飞

本报讯（通讯员 于莹莹）近期，临清市青年路街道切实做好漳
卫河河道禁种高秆作物工作。据统计，辖区在漳卫河河滩内的2254.2
亩种植土地，全部种植了大豆、花生等低秆作物，无一例高秆作物，保
障了河道行洪通畅。

青年路街道早部署早行动，提前宣传传达上级关于河道禁种整
治相关会议精神，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
道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针对有关问题提出整改措施，并对下一步
整治工作进行系统安排。各村采取微信群、公众号、村级广播等方式
进行河道禁种高秆政策宣传，引导农户调整种植结构，杜绝违规高秆
种植现象出现。街道与社区、社区与村、村与在漳卫河道内有耕地的
农户分别签订禁种责任书和承诺书，三级层层落实责任。广泛动员
河道内有耕地的农户积极调整种植结构，不再种植影响行洪的高秆
作物，改种大豆、谷物、药材等。街道和社区加大督导检查力度，深入
田间查看作物种植情况，精准摸底、治管并重，统筹推进河道高秆作
物禁种工作落地落实，发现播种高秆及时制止。

在加大宣传引导的同时，为顺利推动低秆作物的播种，青年路街
道“点对点”发放良种，积极联系农资部门，为种植农户统一购买豆
种，价格优惠，质量有保证，切实保障了村民的良种需求。“点对点”帮
助种植，街道协调农机合作社，帮助农户机械化种植低秆作物，提高
了种植效率。“点对点”技术指导，农业技术站负责人主动走进田间地
头，点对点、手把手指导种植技巧，告知注意事项，加大惠农补贴宣
传，谋划产品销路，大大提高了农户种植积极性。

青年路街道

推进河滩高秆作物禁种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李伟 张相俊） 7月9日，正值大棚丰收季，在
润昌农商银行的帮助下，冠县兰沃乡张保管村的瓜农尝到了丰收的
喜悦。

村民贺建海的吊瓜大棚里郁郁葱葱、生机勃勃，藤叶之间挂满了
个头匀称的瓜，瓜香四溢，长势喜人。贺建海穿梭其中，浇水、施肥，
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2020年，贺建海开始种植大棚吊瓜，凭借吃苦耐劳的拼劲和干
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加上近几年价格稳定，收益相当可观。尝到
了甜头的他今年计划扩大种植规模，改良新品种。由于头茬瓜尚未
成熟，资金问题成了“拦路虎”。在他一筹莫展之际，润昌农商银行在
走访过程中了解到他的困难，第一时间伸出援助之手，不到两天的时
间，为其发放了贷款15万元。有了农商行的资金支持，贺建海干劲
更足了，他不仅及时扩建了大棚，改良了新品种，还购置了一批农资，
为增产增收做足了准备。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核心。群众要致富，产业是支柱。近年来，
润昌农商银行紧跟政府“一镇一业”“一村一品”发展规划，创新金融
服务，丰富产品体系，加大涉农贷款投放力度，支持特色产业发展，助
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截至6月末，涉
农贷款余额66.01亿元，较年初增加3.66亿元。

润昌农商银行

加大涉农贷款投放力度

■ 本 报 记 者 李政哲
本报通讯员 周超 刘越超

7 月 8 日，茌平区振兴街道五里村的
“义和食品”馒头房里蒸气升腾、面香四溢，
村民们身着洁白的工作服，手法熟练地加
工着竹签馒头，个个喜上眉梢。

“在馒头房上班，挺方便，活也不累，还
不耽误接孩子，一个月 3000 多块钱，挺
好。”五里村村民刘玉梅说。

五里村曾经是一个软弱涣散、经济薄
弱村，短短一年，实现了由内而外的美丽蜕

变，秘诀何在？
“以党建为引领，凝聚村民共识。”这是

茌平区振兴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
任袁小鸥给出的答案。

2023年，五里村新一任党支部书记积
极探索创新，形成了“党支部牵头＋村民入
股＋合作社销售”的特色产业模式。这一
模式不仅推动了“茌平区大鸾农业农民专
业合作社”和“义和食品”馒头房的创办，更
为村集体带来了每年超过30万元的增收，
村民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

“现在，合作社年销售馒头在100万斤

以上，不仅为村集体增收，还解决了村民
的就业问题。”五里网格党支部书记刘兵
说。

在发展产业的同时，党支部带领党
员干部不等不靠，主动作为，大力推进基
础设施建设，拓展了村前街路面 1100 米，
安装了 6 盏太阳能高杆灯，新建了 4 处娱
乐广场，修缮下水道 1000 余米，提升了村
民的生活品质，赢得了广大党员干部群
众的一致好评。此外，五里村还巧妙地
将废弃的坑塘沟渠改造为占地 10 余万平
方米的“一分田”菜地，这一举措不仅美

化了村庄环境，还为农户带来了实际的
经济效益，实现了生态与经济的和谐共
生。

2023年，五里村被授予市级美丽乡村
示范村创建单位，这是对五里村党建工作
成效的最好肯定。

“这两年，我们村里的村容村貌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道路宽了，民心也顺了，
幸福味越来越浓。”五里村村民杨运中高兴
地说。

近年来，茌平区振兴街道立足区位实
际，牢牢把握“党建引领”的牛鼻子，扎实推
进乡村振兴，确保村集体增收村民致富，不
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努力绘就乡村振兴壮美画卷。

五里村的“华丽蜕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