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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张目伦
本报通讯员 倪群力

3月22日，走进临清市唐园镇瑶坡村
的千亩杏林，一簇簇杏花压满枝头，花瓣
白里带粉、晶莹似玉，微风拂过，空气中
弥漫着淡淡花香，吸引了众多游客打卡拍
照。当日，临清市第六届杏花生态文化旅
游节在这里启幕。“今年的杏花节特别增
设了摄影大赛和短视频大赛，游客可以通
过抖音、快手等平台分享游玩感受，助力
活动‘破圈’传播。”唐园镇镇长孙豪介
绍，优秀作品将纳入唐园镇文化宣传资源
库，获奖者还能获得“杏花主题文创大礼
包”。

非遗体验项目是本次杏花节的一大
亮点，在杏园石碑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
项目临清肘捶传承人张保军现场教学，不
少游客跟随他习练基本招式。一旁的文
创市集同样热闹，杏花主题明信片、平安
杏木挂件等创意产品备受青睐，游客纷纷
选购留念。“这些文创产品均由本地手工
艺人设计，销售额将反哺乡村文化振兴。”
唐园镇瑶坡网格党支部书记张红磊介
绍。除了文创产品，唐园镇大棚蔬菜、茅

寨牛肉、古沙洲品牌鸡蛋、瑶坡村野生金
蝉等本土绿色农副产品也吸引游客竞相
购买，部分展位还开通线上订购服务，为
农户拓宽销路。据测算，本届杏花节通过
文旅消费、农产品销售、劳务用工等渠道，
预计带动周边农户户均增收 1.2 万元，实
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向转化。

赏完杏花，游客还可以来到中共卫东
县党史陈列馆，聆听革命故事，并品尝荠
菜等时令美食。“来这里不仅能踏青赏花，
也是一次有意义的研学之旅，我们全家人
都很喜欢！”临清市民张广泽趁周末带孩
子到杏林游玩，并免费领取了麦黄杏采摘
抵扣券，计划五月下旬再来采杏。

唐园镇共有连片杏树近千亩，其中百
年以上的古杏树2000余株，每年3月中下
旬杏花开放，可以赏花；5月下旬麦黄杏成
熟，可以采摘；7月初树下金蝉出土，可以
捕捉。目前，杏花节已成功举办六届，带
动销售杏果约50万公斤。麦黄杏口感软
糯，汁水丰富，富含丰富的维生素C、铁、钾
等微量元素，被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认
证为“绿色食品A级产品”。

“近几年，我们接连举行杏花节、采摘
节等活动，名气越来越大，来休闲旅游、赏

花品果的人一年比一年多。”孙豪介绍，唐
园镇把杏产业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有力
抓手，通过多元融合发展方式，辐射带动
了镇域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形成了餐
饮、食品、育苗、农资、快递、物流等一二三

产融合的特色产业集群。唐园镇将继续
坚持以“党建链”赋能“产业链”、串起“服
务链”、推动“发展链”，依托“甜蜜杏产业”
拓宽乡村致富之路，聚力打造高质量发展

“聚能环”。

“花经济”绽放千亩古杏林
——解读唐园镇杏花节背后的财富密码

■ 本报记者 白文斌 董金鑫

在莘县魏庄镇草佛堂村，一座座大
棚里种植的不再是传统的蔬菜，而是各
式各样的花卉植物，绿意盎然、花香四
溢。这些大棚的主人是一位年轻的创业
者——90后小伙古希栋，他成功将爱好
转化为事业，不仅让“颜值”变成了“产
值”，还带动了当地的“美丽经济”发展。

眼下，随着温度逐渐提高，仙人掌类
植物又恢复了销售热度。古希栋每天都

会在自家大棚里直播。他介绍，最近温
度升高，植株发快递不再担心冻伤，每天
的销量都不错。“我们通过电商销售，一
天销售额在3000元左右。”他说。

“最初，家里的大棚主要种黄瓜、甜
瓜这些蔬果，效益还算可以。”几年前，古
希栋还是济南的一位白领。因为对花卉
植物的喜爱，他敏锐地察觉到年宵花市
场的潜力，尤其是冬季开花植物稀缺，市
场需求旺盛。于是，他果断转型，利用家
里原有的大棚，逐步转向了花卉种植。

“刚开始家里并不支持，觉得我上了
大学，回来种大棚有点‘大材小用’。”他
笑着说，“但后来看到效益越来越好，家
人也慢慢转变了态度，现在非常支持
我。”

随着花卉种植规模的扩大，古希栋
的生意越做越红火。目前，他种植的花
卉主要通过电商平台和直播带货销售，
每天两场直播，单座大棚年收益在30万
元左右，比原来的蔬菜大棚提升了 2—3
倍。他不仅增加了自身的收入，还带动

了周边村民就业，为当地乡村振兴注入
了新活力。“我计划增加习志野（仙人球）
等高附加值品类的种植，进一步丰富产
品线、拓展市场份额。”他对未来充满信
心。

从蔬菜大棚到花卉基地，从传统种植
到电商销售，古希栋的创业故事，正是乡
村振兴战略下“美丽经济”蓬勃发展的缩
影。春意盎然中，花卉不仅装点了人们的
生活，更成为了带动乡村经济发展的新引
擎。

古希栋：90后返乡当花匠

本报讯 （通讯员 张震 李贵波）“大爷，今年小麦长势怎么
样？”3月25日，阳谷县寿张镇纪委工作人员来到田间地头，向农户了
解春耕生产情况。

为确保春耕生产有序推进，寿张镇纪委立足职能职责，充分发挥
监督保障作用，围绕春耕生产需求，紧盯农业技术服务、惠农政策落
实等关键环节，把监督“探头”延伸到田间地头，及时发现和解决影响
春耕生产的问题，为春耕生产保驾护航。同时，寿张镇纪委积极推广
运用基层小微权力“监督一点通”平台，通过“线上+线下”监督模式，
实时收集群众反映的堵点、难点、痛点问题，持续加大监督执纪问责
力度，切实解决农户春耕生产中的困难。下一步，寿张镇纪委将持续
聚焦春耕生产关键环节，以精准监督压紧压实责任，确保监督成效转
化为春耕生产实际成果，以强有力的监督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保驾
护航。

寿张镇

监督护春耕 不误好农时

3月23日，冠县烟庄街道七里社区共富工坊，居民在制作手链、
手串等手工艺品。

冠县设立“助富直播”工坊，鼓励家庭妇女、残疾人等就业困难群
体制作手工艺品，通过引进特色电商进行线上销售，让居民用碎片时
间赚够一天的开支，实现“家门口的就业”。 ■ 本报记者 商景豪

本报讯（记者 段猛 通讯员 孙洪根）“今年西瓜和油桃的长势
很好，再有20天就能上市，肯定能卖个好价钱！”3月24日，冠县甘官
屯镇邓官屯村冬暖式温室大棚内瓜果飘香，种植户贾振堂高兴地
说。

甘官屯镇以产业富民项目为抓手，锚定“农业强、农村美、农民
富”目标，发挥农业产业项目优势，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不竭动
能。该镇以科技创新赋能乡村振兴，开设新农村业校，着力培育新型
职业农民。新农村业校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按需办理，为群众提供定
制化服务，点燃助力乡村振兴“新引擎”。以科技为支撑，该镇张八寨
东村通过直播带货将“梨韵鲜果”直送全国，山农酥梨、秋月梨等瓜果
产品的线上销售额突破800万元。

甘官屯镇

瓜果产业强镇富民

本报讯（记者 任焕珍 通讯员 张凯）3月24日，在东阿县牛角
店镇蔡庄村千亩高效节水灌溉示范区，种粮大户申志勇正操作卷盘
式喷灌机为小麦浇水。启动智能阀门控制器后，不到五分钟，喷灌机
便均匀喷洒出水雾，让麦田“喝”上及时水。春耕时节，东阿县以节水
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大力推广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实现水资源高
效利用，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型升级。

“以前春灌全靠人工，撒肥、浇水要忙活一个多星期。现在用上喷
灌，设定好时间就不用管了，又快又均匀，省水省力。”申志勇说。据了
解，卷盘式喷灌机喷幅达70米，可灵活转场，适配不同地块和水源，还
能通过手机App远程控制，土地利用率提高7%，作物增产约10%。

近年来，东阿县以提升水资源利用率为核心，将高效节水灌溉作
为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推动喷灌、滴灌等技术应用，
促进节水灌溉与智慧农业深度融合，实现农作物高产与水资源节约
的双赢。

东阿县

智能浇地 省水省力

本报讯（记者 赵宏磊） 一季度是全年的风向标。记者3月23
日从开发区蒋官屯街道了解到，该街道精准服务企业和项目，积极推
动重大项目早开工、早投产，全力冲刺“开门红”。

细化分级帮包，精准服务企业。细化辖区企业分类，优化班子成
员ABCD分级帮包机制，提供“一企一策”精准服务。以走访调研为
抓手，着力为企解难纾困，已解决问题40余条；创新“蒋事即办”服务
品牌，提供帮办代办服务，加强中小企业培育。

优化审批服务，加速项目落地。深入落实“高效办成一件事”，立
足中正钢管、爱德科技、东万智能装备3个总投资达63亿元的省级重
点项目，创新“1+2”帮包机制（1名科级干部协调对接推进，两名专员
驻企贴身帮扶）。对接审批部门采取并联审批模式，极短时间完成3
个省级重大项目在土地出让、规划许可等 10 个环节审批，“十证齐
发”，极大提高项目落地效率。

铆足复工干劲，护航安全生产。聚焦钢管生产、销售、运输等企
业，深入现场督促全面开好“开工第一课”，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全面排查生产设备、电气线路等，安全培训参训5500余人次。预计
第一季度工业总产值达61.9亿元，同比增长10%。

蒋官屯街道

“三箭齐发”助力首季开门红

游客在杏林中打卡留念。 ■ 本报记者 任焕珍

本报讯 （记者 姬翔 通讯员 常志
坚） 3月25日，记者走进高唐县汇鑫街道
西苑社区文化书院，只见书架上各类书籍
琳琅满目，涵盖文学、历史、科普、育儿等多
个领域，书院还定期举办读书分享会、文化
讲座等活动，为居民带来更多文化新体
验。“以前看书都是在网上买或者去图书馆
借，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书院，书籍种类
丰富，环境又好，孩子都喜欢来。”该社区居
民史善美说。

该街道积极探索社区服务新模式，以

居民文化需求为导向，充分挖掘链接各项
资源，打造“文化书院+文明集市”服务平
台，精准对接居民需求，实现社区服务效
能提升。

据介绍，该文化书院还结合传统节
日，组织“一老一小”开展戏曲、剪纸、书画
等文体娱乐活动，邀请专家学者、文化名
人前来授课，吸引了众多居民参与，进一
步丰富了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西苑社
区党委书记赵淑伟说：“我们希望通过书
院这个平台，让更多居民感受到文化的魅

力，尤其是让老年人和未成年人在这里找
到自己的快乐。”

近年来，为充分发挥文化书院作用，汇
鑫街道实施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共同参与
的“合伙人”建设模式，联动社会组织、培训
机构共同为文化书院提供资源支持，每月
开展文明集市“公益100摊”文明志愿活动，
通过群众“点单”“问单”等方式，广泛收集
居民意见，打造“15分钟文化生活圈”，实现
了文化服务供给的精准化、高效化，为构建
和谐社区、推动文化繁荣发展注入了新动

力。
汇鑫街道党工委委员、宣传委员吴亚

楠介绍：“通过‘合伙人’模式，整合了更多
社会资源，让文化书院的服务更加多元
化。‘点单’服务也让居民的需求得到了更
好满足。我们将继续挖掘各类文化资源，
将文化书院建设作为凝聚群众思想共识，
优化社会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抓手，促进
书院服务融入基层社会治理，打造基层宣
传思想文化新阵地，不断提升居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

汇鑫街道

“文化书院+文明集市”提升社区服务效能

3 月 24 日一大早，莘
县十八里铺镇郭庄村蔬菜
大棚内，菜农正在采收黄
瓜。

莘县农业结构调整起
步早、规模大，产业特色鲜
明。目前，全县瓜菜复种
面积达100多万亩，年产量
突破520万吨，瓜菜菌种植
面积和总产量均居全国县
域首位。

■ 本报记者 朱玉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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