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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大棚

■ 本 报 记 者 任焕珍
本报通讯员 梁杰 刘越超

12月1日，茌平区桂柳鹅业有限公司的养殖大
棚里传来阵阵鹅叫声。宽敞的大棚内，一群洁白的
大鹅正在争先恐后地觅食、喝水。这些大白鹅不仅
为村民们带来了新的增收致富希望，也成为了茌平
区特色产业发展新亮点。近年来，茌平区在招商引
资方面持续发力，通过激活项目建设动能和优化项
目保障服务，成功吸引了一批大项目、好项目签约
落地，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桂柳鹅业有限公司是2023年茌平区引进的特
色项目，也是目前全国单体最大的种鹅养殖基地。
该项目共分三期进行建设，总投资 3.52 亿元。其
中，一期种鹅养殖场项目已建设完成，包括1个种鹅
反季节环保养殖示范场，种鹅栏舍建筑面积约7万
平方米，种鹅存栏量达到 12 万羽。这一项目的建
成，有效填补了4到11月种鹅市场空白。

桂柳鹅业有限公司采用智能化养殖模式，大大

减轻了饲养员的工作压力。每个工人负责管理3座
养殖大棚，每座大棚能养殖约六千羽种鹅。自动化
的上料和供水系统，使得养殖过程更加高效、便捷。

智能化的养殖模式只是桂柳鹅业有限公司带
动村民增收的措施之一。他们的目标是通过建设
孵化基地和肉鹅屠宰等二期、三期项目，采用“公
司+农户”的发展模式，推动肉鹅联营养殖。预计这
一模式将发展养殖农户 1000 户，为当地提供 3000
多个就业机会，有效提高群众收入和生活水平，实
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推动农村经济可
持续发展。

振兴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谢海波说，今年以来，
振兴街道通过盘活各类资源、找准比较优势，坚持
主动“走出去”、热情“请进来”，真正把企业项目落
地作为推动发展的“第一动力”。他们重点围绕特
色产业、畜牧业发展等主要方向，在做好相关服务
的基础上，拓宽利益联结机制，探索政企合作新模
式，试行企业落地“一站式”引导平台，以助推产业
稳步落地、实现高质量发展。

白鹅“唱”响致富歌

■ 本报记者 吴兆旭

12月1日，在位于东昌府区广平镇的聊城华宝
畜禽养殖有限公司，鸽舍里一对体态优雅、身形健
硕的鸽子正在喂养4只幼鸽。在这个偌大的“鸽子
王国”里，生活着10万个这样的白鸽“家庭”。

该公司养殖的白鸽主要是“米玛斯”品种，其特
点是胸宽肉厚、肉质细嫩、滋味鲜美。“这种鸽子体
型大、长得快，28天就可以出栏。鸽宝宝的体重可
以达到0.6公斤以上，相对于其他鸽子来说，‘米玛
斯’的出肉率更高，非常受市场欢迎。”公司负责人
贾国光向记者介绍。

产业兴则百姓富。从2019年公司成立，出栏的
首批鸽子就受到了消费者的广泛认可。鸽子销往
北京、上海、吉林、江苏等地，给聊城的畜牧产业带

来生机与活力的同时，也给周边的村民提供了增收
渠道，吸引他们就近就业。

附近的村民纪红娟就是肉鸽饲养能手，“我在
这里已经干了三四年了，比在外边打工强，上个月
工资发了 9000 多元。像我这样的村民，厂里有 80
多人，离家近，工资高，我们在这里干得很开心！”纪
红娟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近年来，东昌府区瞄准市场需求，着力在畜禽
品种改良、智能化控制、加工仓储、冷链物流等方面
提档升级，推动畜禽养殖产业向专业化、标准化发
展，不断壮大产业规模。“我们注重突出资源禀赋，
发展特色畜禽产业，同时，通过产业链提档升级，推
动畜禽养殖产业向专业化、标准化发展，带动越来
越多的群众增收致富。”东昌府区农业农村局党组
书记、局长邓晓珍说。

肉鸽“孵”出大产业

■ 本报通讯员 张振祥

冬季来临，气温骤降。位于东昌府区
侯营镇何屯村的聊城尚格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芦笋+金蝉”基地，11月28日凌晨已
降至零下4℃，为了保温，温室大棚上午9
时才开始卷起保温棉被。

“棚内外温差太大，刚进来就出汗
了。”随着话音，前来帮助该公司解决冬
季“芦笋+金蝉”基地不见幼蝉问题的东昌
府区农业农村局“杜站长工作室”高级农
艺师姜新钻进了大棚。拿铁锨、刨土、寻
找幼蝉，30厘米没找到，刨到40厘米……
公司负责人王学磊看着找不到幼蝉而急得
满头大汗的姜新，让他停下来喝点水休息一
下的话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

姜新把抓起的泥土小心翼翼地捻开、
目光仔细地搜索，泥土反复地抓起放下、
放下抓起……“1、2、3……20，都动弹着呢？”

“土壤浅层找不到幼蝉，是因为当前棚内浅层土壤温
度较夏季偏低，幼蝉为了保护自己，钻入了更深一些的土
层。”连续在不同位置又刨土找了3个点观察，看着土壤里
正常生长的幼蝉，姜新才满意地站起身，缓缓地舒展了一
下腰。

王学磊也随即就自己担心的“芦笋+金蝉”冬季管理
中容易出现的问题，一一咨询起来。

“注意夜间保温，浇水不宜过大，保持土壤的疏松透
气性，为金蝉和芦笋生长创造适宜条件。日间大棚温
度最好保持在 30℃左右，根据气温变化、湿度变化及时
收放风口……不用担心，都不是难事儿！遇到问题打

‘杜站长工作室’电话，我们都是做农业技术服务的，就
是要给咱农民朋友们吃颗‘定心丸’！”姜新一边说，一
边有条不紊地收拾好工具，准备奔向下一个大棚种植
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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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刘晓伟
本报通讯员 刘红心

11月29日，在莘县王奉镇邢疃村，村民辛善飞
正忙着采摘蘑菇。之前在外打工的他收入微薄，自
从 2019 年回村种植平菇后，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辛善飞兴奋地表示，现在种植7座蘑菇棚，占地
10亩，平均年收入四五十万元，效益良好。

在王奉镇党委、政府的引导下，邢疃村创新构建
了“党支部+基地+合作社+农户”的多元经营模式，
推动了平菇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多样化发展。如
今，平菇产业已成为当地农业经济的新引擎，显著提
升了村民生活水平。“自2017年起，村里发展平菇产
业，现有400多座蘑菇棚，每座棚占地2亩多、年净
收入可达7万元。此外，村里60多岁以上的老人也
能通过摘蘑菇获得收入，这一产业带动了整个村的
经济发展。”邢疃村党支部书记陈书光说。

近年来，邢疃村成功引进了平菇深加工技术。
这一举措不仅使得当地的蘑菇走向国际市场，而且
极大地提升了蘑菇的附加值，为村民带来了更为可
观的经济效益。

辛善飞介绍，中
叶、大叶蘑菇煮熟后速冻
出口至韩国、俄罗斯等国家，
小叶蘑菇和蘑菇根则用于制作
蘑菇酱等内销产品。深加工后，小
叶蘑菇价格提升约两倍，而中叶、大叶
蘑菇价格可提升五到六倍，优质蘑菇在
市场上的价格更高。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近年来，王奉镇依
托当地特色资源，紧密结合村情实际，深入实施
产业富民战略，积极推动平菇产业的创新发展。该
镇成功创建了集平菇种植、菌种培养、销售于一体
的食用菌种植示范基地和菌种培育示范基地，全力
打造“食用菌之乡”特色品牌。

“王奉镇将平菇绿色循环示范产业园作为农业
产业发展的重要项目，注册成立了 4 个专业合作
社，办理设施农用地 1500 亩，辅助设施用地 120
亩。争取了2024 年第二批专项债7500 万元，用于
完善产业配套附属设施建设，为产业园的发展提
供最大政策支持和服务保障。”王奉镇党委书记丁
伟华说。

平菇绘就好“丰”景

本报讯（记者 任焕珍 通讯员 张凯） 12 月 2 日，记者从东
阿县了解到，该县积极推动农业机械报废更新政策实施，加快老
旧农业机械设备更新换代，为广大农机户带来实实在在的福利。

在东阿县拖拉机站农机报废更新集中受理点，收割机、拖拉
机等各类废旧农机具整齐排列，农机用户络绎不绝地前来登记并
办理报废更新补贴的相关手续。工作人员检查这些老旧农业机
械的状况，仔细核对回收机具的品牌型号、机具铭牌、编号标识等
信息。农机用户潘飞高兴地说：“我这台收割机已经用了十多年，
达到了报废标准。现在国家出台新政策，购买新机能多补贴一万
多元。”

为保障政策的顺利实施，东阿县农业部门制定了《东阿县
2024年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实施方案》和《农机报废监督管理
制度》。通过采取一站式服务模式，优化服务流程，结合主动预约
办理、入户办理和集中场所办理等多种方式，大大提高了补贴办
理的效率。截至目前，东阿县已回收各类农业机械320余台，预估
补贴金额超220万元，让广大农机户切实享受到政策带来的实惠。

“我们将继续实施好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政策，全力推进
耗能高、污染重、安全性能低的老旧农机淘汰报废，加快先进适
用、节能环保、安全可靠的农业机械更新应用，不断优化农机装备
结构，促进农业生产提质增效。”东阿县农业农村局现代农业服务
中心主任刘海东说。

东阿县

推进老旧农机报废更新

本报讯（通讯员 刘加明 肖飞）“过去在村里办喜事，大家
攀比成风，都怕丢面子；自从有了红白理事会，礼金和桌数都有了
合理的规定，喜事办得简约又不失热闹。”11月29日，茌平区乐平
铺镇郝东村的村民们对村里红白理事会发挥的作用赞不绝口。

近年来，乐平铺镇以红白理事会为抓手，积极推动移风易俗，
倡导文明新风尚，有效遏制红白事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等不良风
气，赢得了广大村民的积极响应和广泛好评。

据了解，乐平铺镇各网格村红白理事会由村里德高望重、经验
丰富、办事公道的党员及村民代表担任成员，负责指导和规范村里的
婚丧嫁娶等事宜。同时，理事会成员认真学习相关政策法规，结合
实际情况，完善《红白理事会章程》等相关制度，引导广大群众婚事
新办、丧事简办，自觉遵守村规民约，树立文明节俭的婚丧新风。

“在红白理事会的有力监督下，广大村民办事不讲排场，少了
‘人情债’，实实在在减轻了经济负担，红白理事会在推动移风易俗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北街村红白理事会理事长姜传波说。

同时，乐平铺镇将移风易俗工作与典型评选相结合，通过评
选“好婆婆”“好媳妇”“文明家庭”等“四德榜”典型人物，树立了一
批文明新风典型人物和事迹，有效激发了村民参与移风易俗的积
极性，为推进移风易俗工作提供内生动力。乐平铺镇将进一步发
挥红白理事会作用，持续治理大操大办、薄养厚葬、炫富攀比等陋
习，不断创新工作方法，完善工作机制，切实推进群众性精神文明
建设，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更多的文明力量。

乐平铺镇

红白理事会“理”出好乡风

本报讯（记者 赵宏磊）“为适应秋冬温度变化，方便群众更
好参与新农村夜校活动，我们在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等多个平
台注册了直播账号，开启了‘新农村夜校’线上直播新模式。”12月
2日，冠县斜店乡党委副书记付丽萍说。

11月15日，付丽萍开启“新农村夜校”首播，带领在线群众回
顾往期夜校内容，征集群众对夜校开办的意见及改进建议20余
条，获得群众一致好评。在直播间里，分别邀请斜店乡电商创业
青年赵松宾讲解黑小麦种植管理技术；邀请县党代表、班庄网格
党支部书记班汝广就大蒜生长水肥管理及农产品来年产量、市场
价格预测等方面进行教学，宣传农业特色产业品牌，对群众探索
产业振兴、致富增收带来启示。目前，“‘斜’手同行，夜校来啦！”
已现场直播2场，在线观看人次累计达到3800余人，浏览量1.4万
余人次，互动评论300余条。群众反响热烈，大家纷纷表示，斜店
乡“新农村夜校”直播既方便又实用，每次都能学到新的种植技
术。

斜店乡将继续坚持“夜校持续、群众受益”的总目标，充分考
虑环境因素和群众的参与体验，不断创新夜校举办形式、充实夜
校举办内容，坚持“夜校育人”主旨，让主播走向“田间地头”，把夜
校送进“千家万户”，让群众在寒冷的冬季足不出户“上夜校、学知
识”。

斜店乡

新农村夜校线上直播

1111月月3030日日，，东昌府区广平镇华宝畜禽养殖有限公司肉鸽养殖基东昌府区广平镇华宝畜禽养殖有限公司肉鸽养殖基
地地工人在饲养肉鸽工人在饲养肉鸽。。 ■■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张振祥张振祥 王建涛王建涛

高级农艺师姜新高级农艺师姜新（（右右））帮助聊城尚格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解决冬季大棚种帮助聊城尚格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解决冬季大棚种
植植““芦笋芦笋++金蝉金蝉””不见幼蝉问题不见幼蝉问题。。 ■■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张振祥张振祥

图三：12月1日，高唐县清平镇青法家庭农场蔬菜
棚内，工人在收割茼蒿。 ■ 本报通讯员 王良全

图一：11月30日，度假区李海务街道刘道之村的
数字智能设施农业大棚内，西葫芦长势正旺。

■ 本报记者 贾新伟 本报通讯员 王晗乐

图二：12月1日，茌平区桂柳鹅业有限公司的养殖
大棚内，工人在收鹅蛋。

■ 本报记者 任焕珍

11月27日，阳谷县高庙王镇孔盛村村民在采收山药豆。该镇
引导农民围绕市场发展特色种植、加工、电商销售产业，带动农民
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 ■ 本报通讯员 陈清林 李成新

编者按 眼下正是冬闲时节，在我市的各个种植、养殖大棚里，却是一派冬闲
人不闲的繁忙景象。近年来，我市依托当地资源禀赋条件，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大
棚经济，巧打季节差，推动设施农业向标准化、规模化发展，促进农业增效、群众增
收，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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