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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伟 通讯员 商贺）“别看这核桃小，里面可有
大文章呢，是我们打开致富门路的金钥匙。”1月19日，阳谷县寿张镇
闫集村村民张兴书说。去年，闫集村核桃取得丰收，村里生产的核桃
油畅销周边10余个县区，成为寿张镇特色产业发展的一张新名片。

闫集村核桃种植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村中数百亩核桃园曾是
村民心中的骄傲。目前，村中尚存核桃林56亩、核桃树527棵，经林
业部门认定，这片核桃林已成为聊城市重点保护珍贵树种群，被列为
阳谷县古树名木后续资源。

如何让核桃园重新焕发生机，是摆在村“两委”班子面前的一道
难题。当地对村内的核桃林进行开发利用，增加核桃采摘、林下养
殖、农家乐等新项目，探索林业产业发展新路子。经过多年推广，闫
集核桃这瓶“好酒”渐渐走出了“深巷”，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前来观赏、
采摘，村民收益有了明显提高，村集体承包费也达到了2.6万元。同
时，寿张镇组织外地知名专家、技术骨干深入核桃种植基地，以课堂
集中授课和实地现场示范指导为主要形式，进行实用技术培训，种植
户的科学种植意识显著提高。

寿张镇

擦亮核桃产业新名片

本报讯（记者 赵宏磊）寒冬时节，冠县斜店乡黄瓜温室大棚迎
来最忙碌的时期。群众正忙着进行黄瓜的换季抢种工作，大家抢抓
农时、开足马力，为春节前后的蔬菜抢鲜上市“保驾护航”。

斜店乡黄瓜温室大棚内暖意融融，一垄垄郁郁葱葱的黄瓜嫩苗
青翠欲滴，生机勃勃。当前，正处于黄瓜生长期，天温直接影响黄瓜
的坐果率。为应对天气变化，群众提前备好防冻增温设施，做好越冬
蔬菜的管护，全力确保蔬菜抢鲜上市，实现丰产增收。“目前，黄瓜的
长势非常好，采摘期正好在春节前后，可以持续到三四月份，产量预
计在三万斤左右，春节前后正好赶上黄瓜价格高峰，预计收入能翻
倍。”前社庄黄瓜种植大户许士元说。

近年来，斜店乡积极创新农业发展思路，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充
分依托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在“冬季大棚”经济上下功夫，依托斜店
乡杜站长工作室的技术优势，通过落实政策、资金等帮扶措施，积极
引导企业、合作社及农户承包经营设施大棚，采取“合作社+农户+集
体经济”“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实现企业、合作社、村集体、农户
多方抱团发展，为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撑起一把把“致富伞”。

斜店乡

暖棚黄瓜助农户增收

本报讯（记者 赵琦 通讯员 刘晨
璐）黄河大集热闹非凡、乡村旅游火爆出
圈。1 月 16 日，走进冠县柳林镇“国棉
1952”景区，映入眼帘的是特色农产品展
区，从传统的石磨香油到非遗灵芝酒，从
特色石磨面粉到香喷喷的瓜果，各类产品
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

连日来，柳林镇持续开展“黄河大
集”、“国棉1952”游园活动，众多游客纷
至沓来，感受浓浓的年味和文化的魅力，
体验田园之美、乡村之乐。

在民俗馆、国棉时光记忆馆、胶片
上的记忆展馆内，一系列陈列的老物
件，生动再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发
展变迁。游客穿梭于景区内，品尝特色
美食，了解历史故事，感受传统文化的
独特魅力。“我以前只知道‘二棉厂’是
个做演出道具的地方，没想过它会变成
这样一个有特色的文化展馆，这里的展
品很丰富，以后还会带着家人来游玩。”
游客王明芳说。

展馆内气氛热烈，展馆外也是精彩

不断。村民们尽情表演着精彩的文艺节
目，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和欢呼
声，“文化味”与“烟火气”交融并存。

在距离景区不远的南街村，“黄河大
集”同样热闹，大大小小的摊位上摆满了
蔬菜瓜果、生鲜熟食、特色点心，五颜六色
的货品使人眼花缭乱，叫卖声、欢笑声此
起彼伏，大家挑选心仪年货的同时，还能
感受到浓浓的烟火气息。

“我们为这次活动做了充分的准备，
从展位的布置到产品的选择，都下了很大

功夫。同时，还邀请了多个文艺团体来表
演，为游客们送上一场视觉和味觉的盛
宴。”柳林镇党委副书记柴喆介绍。

在新春佳节期间，柳林镇“国棉
1952”景区将免费开放。农历腊月二十
三至正月十五，景区准备了丰富多彩的
年俗艺术演出，设置了特色农产品展
区、美食区及儿童娱乐区。游客们可以
现场品尝特色小吃，购买文创产品，体
验非遗文化，尽情感受“国棉1952”景区
的魅力。

游园、赶集、观展，柳林镇——

给烟火气添上文化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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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邹辉
本报通讯员 郭洪广

西红柿能“吃上瘾”，咋一听，有些令
人摸不着头脑。尝过之后你会发现，这
种“吃上瘾”的西红柿确实实至名归。

高唐县固河镇李庙村的王志岭，年
过花甲，与西红柿打交道已经25年。每
年春节前后，由他亲手培育的西红柿集
中上市，果实皮薄肉厚，肉质沙软，汁水
丰富，吃起来酸甜可口，备受市场追
捧。吃过的人，几乎都能成为回头客，
因此大家伙都将其称为能让人“吃上
瘾”的西红柿。

眼下，春节临近，年味儿渐浓。大
家伙儿都在为购置年货而忙碌，王志岭
却一头钻进自己的西红柿大棚里，管
护、采摘、分拣、装箱……忙得不可开

交。“我种的西红柿满满儿时的味道，大
家伙都喜欢吃。”作为当地远近闻名的
西红柿种植能手，每天泡在棚里，是王
志岭的工作常态。

1 月 20 日，走进志岭蔬菜种植专业
合作社西红柿种植基地，一排排株苗枝
繁叶茂，一串串西红柿若隐若现，排在藤
蔓间，红的、粉的、青的相映成趣，空气中
弥漫着淡淡的果香，十分诱人。戴着金
丝边框老花镜的王志岭半蹲在地上，右
手抓起一把土壤，用左手拇指和食指捏
了少许，轻轻捻了捻，并放在鼻下轻闻了
一下，“土质还不错，看来今年这西红柿
个头小不了。”说话间，王志岭又采摘了
一大筐刚成熟的西红柿。

站在一旁的李强，特意从德州禹城
市赶过来采摘。他迫不及待地从筐里拿
起一个还带着露珠的西红柿，直接塞进

嘴里，“还是那个味儿，口感真好。”每年
春节前，李强都会专程跑到棚里购买一
些新鲜的西红柿，作为礼品送给亲朋好
友。

“我种的西红柿这么受欢迎，也没啥
特殊秘诀，我只认一个理，必须种得健康、
吃得放心。”在西红柿种植上，王志岭一直
采用生态种植模式，全程不使用化学肥料
和农药，而是通过施用有机肥和生物防治
技术，来保障西红柿的绿色品质。西红柿
是一种非常“敏感”的蔬菜作物，合理的栽
培技术和田间管理至关重要。为了确保
种出的西红柿口感优良，王志岭在县农业
部门的协调下，每年都会邀请经验丰富的
专家入棚进行技术指导，始终让西红柿处
于最佳的生长环境。

西红柿品质好，收入自然可观。
目前，王志岭共管护着 9 座蔬菜大棚，

全部种植西红柿，产量可达 12 万斤。
“今年西红柿市场行情不错，再加上我
种植的西红柿产量高、品质优，这几茬
西红柿加起来赚上 50 万元不成问题。”
王志岭掰着手指算着收入，脸上挂满
开心的笑容。

“自己富不是目的，带领大家共同
富裕，那才真有成就感呢！”近年来，在
王志岭的带领下，李庙及周边村庄的
400余户村民，靠种植这种能让人“吃上
瘾”的西红柿，纷纷鼓起了腰包，踏上增
收致富路。

如今，“吃上瘾”的西红柿已经成为
固河镇的一张特色农产品名片。固河镇
借势发力，依托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加大
农业新品种研发和新技术推广，重点扶
持口感西红柿等精品果蔬种植，让农户
鼓起“钱袋子”，过上红火的好日子。

“吃上瘾”的西红柿

本报讯（通讯员 徐龙涛 朱艳荣） 春节将至，阳谷县狮子楼街
道金紫南苑小区内洋溢着浓浓的年味。1月19日，该小区党支部联
合街道老年志愿者服务队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写赠春联活动，弘
扬传统文化，增进邻里情谊。

活动当天，小区内的城市书房早早摆起长桌，红纸铺开，墨香四
溢。老年志愿者们精神饱满、挥毫泼墨，一笔一画间尽显书法之美。
书写完成后，志愿者们将一副副寓意吉祥的春联赠送给在场的居
民。“春联虽小，却承载着我们对社区和谐、邻里和睦的美好愿景。希
望通过此次活动，能够进一步增强居民的归属感和幸福感，让我们的
社区更加温馨、更加和谐。”小区“红邻书记”臧长达说。

写福字、非遗体验、黄河大集、民俗展演……连日来，狮子楼街道
组织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营造了浓郁的传统节日氛
围。接下来，该街道将积极优化整合辖区内的文旅资源，连点成片，
谋划开展更多文旅活动，满足群众多元化需求。

狮子楼街道

多彩活动迎新春

本报讯（通讯员 刘加明 彭宝庆） 新春佳节将至，茌平区乐平
铺镇开展路灯设施检修、维护工作，对问题路灯进行更换，让“幸福之
光”照亮村民回家的路，温暖群众的心，让村民度过一个祥和的新年。

“路灯的升级改造改善了农村夜间出行条件，提高了村民夜间户
外活动的安全指数，为全村筑起一道明亮的‘安全屏障’。”乐平铺镇
常东村党支部书记韩桂华说。一盏盏小小的路灯，点亮了村民的出
行路，也让“我为群众办实事”的暖意照进村民心中。

乐平铺镇将继续秉持“民生优先”的理念，以饱满的热情、务实的
作风，倾听群众的心声，解决群众的难题，为村民的幸福生活不懈努
力，切实提高村民的获得感、安全感。

乐平铺镇

节前换新灯 亮堂迎新年

1月16日，在东昌府区堂邑镇乔庄村聚众力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菜农在大棚内采收蒜黄。春节前夕，东昌府区的蔬菜大棚里一派繁忙景象，菜农们抓紧对蔬菜
进行管护、采收，让新鲜蔬菜在春节期间稳定供应，丰富百姓餐桌。 ■ 本报通讯员 张振祥 王保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