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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倩文）3月29日，在东昌府区侯营镇尚格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的大棚里，村民们正忙着采摘头茬芦笋。“早晨6点采
摘，下午4点还能再采一次，每亩地一天能采一百多斤，一座棚每天收
入300多元。”尚格农业负责人王学磊介绍。

尚格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有 20 座暖棚、1 座冷棚，实行“芦笋+金
蝉”立体种养模式。芦笋生长过程中形成的特定生态环境，特别适
合金蝉生长，二者形成和谐共生的关系。这种“地下养金蝉、地上采
芦笋”的立体农业模式，不仅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和产出效益，还带动
了周边村子的发展。附近村民在大棚务工，既能学习到先进的种养
技术，又能增加收入。通过抖音等新媒体平台的传播，茌平、冠县、阳
谷等周边地区的农户纷纷前来学习取经，随着模式的不断完善和推
广，未来有望让更多农户受益，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动能。

侯营镇

特色种养铺就致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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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邹辉
本报通讯员 郭洪广

文明迎亲是一种怎样的体验？高唐
县固河镇大陈村，一对新人的喜事新办，
为大家诠释了别样的浪漫。

“咚咚锵、咚咚锵……”4 月 1 日一大
早，阵阵喜庆的锣鼓声响彻整个村庄，十
几位身披红马甲的志愿者举着“文明迎亲
队”的牌子，来到村头迎接即将进村的新
郎新娘。穿着传统服饰的舞狮队和秧歌
队，踩着铿锵的鼓点，紧随其后，与志愿者
共同组成喜庆的迎亲队伍。

“头一回见！”“太喜庆了！”附近村庄的

群众闻声而动，纷纷赶来“沾喜气”，为这支
特别的文明迎亲队点赞，现场好不热闹。

在文明迎亲队的一路“护送”下，身着
精美婚服的新郎新娘，轻轻松松来到简单
而温馨的婚礼现场，脸上挂满幸福的笑
容。在亲朋好友和现场嘉宾的共同见证
下，新郎新娘手牵手缓缓走进婚姻殿堂。
婚礼举行完毕后，固河镇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工作人员为这对新人赠送了印有“红杯
映新颜·喜事简中全”字样的纸杯，以及由
书法家撰写的“天赐良缘”新婚贺词书法
作品，表达祝福。

随后，在锣鼓队的伴奏下，婚礼现场
秧歌、舞蹈轮番上场，村民们簇拥在院子

内外，欢声笑语不断，整个村庄沉浸在一
片喜庆祥和的氛围中，文明迎亲的新风尚
在这里得到最完美的诠释。

“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文明迎亲队
敲锣打鼓、载歌载舞为婚礼开道，既增添
了热闹气氛，又节约了办事成本，我甭提
多高兴了！”亲身体验到“婚事新办”文明
新风尚独特魅力的新郎官刘振科，难掩激
动之情。

身为文明迎亲队的一员，大陈村党支
部书记赵爱东，在婚礼现场忙个不停，“这
场文明婚礼能为新人节省近万元，为村里
年轻人带了个好头，树立了榜样。”

文明乡风，移风易俗是关键。在村党

支部的带领下，大陈村坚持疏堵结合、标
本兼治，修订美德信用建设评价体系和移
风易俗积分办法，不断延展文明实践的深
度和广度，婚事新办、孝老爱亲、勤俭节约
的文明新风尚越发浓厚。

大陈村这场特殊的婚礼只是固河镇
文明迎亲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固河镇坚
持把移风易俗作为推进乡村文化振兴的
重要内容，依托“文化书院”，打造由新时
代文明实践红白事志愿服务队、村工作人
员等组成的文明迎亲队，免费为群众上门
服务，并进行婚礼流程指导，宣传新婚礼
仪文化，培育了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文明
乡风，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文明力量。

文明迎亲诠释别样浪漫

■ 本 报 记 者 张目伦
本报通讯员 牛贵葆 曹国强

3 月 31 日一大早，莘县王奉镇田六
村的李媛将刚刚摘下的100多公斤圣女
果，送到离家不远的莘县鼎侬鑫盛瓜果
蔬菜交易大市场。一番称重、分拣过
后，红彤彤的小果子换成了人民币。

“你尝尝，可甜了！”李媛抓起一把
圣女果递给记者，满脸笑容地说，“今
年圣女果销售有了专业市场，俺不用
再去周边各个市场找客户了。”李媛种
植了 5 亩圣女果大棚，每亩纯收入 1.2
万元左右。

鼎侬鑫盛瓜果蔬菜交易大市场位
于大王寨镇西王庄村。“西王庄村是一

处‘风水宝地’，紧靠公路，交通便利，加
上招商环境好，吸引了一批公司和客商
前来办厂。”该市场经营负责人任士华
介绍，交易市场占地 26 亩，厂房高 15
米、长 110 米、宽 90 米，使用面积 1 万多
平方米，日均出货量10多万公斤。

市场建成后，不但解决了附近果蔬
交易市场长期存在的占道经营、交通堵
塞问题，也较好解决了大王寨镇及周边
四五个镇街瓜果蔬菜销售不方便、农户
交易资金不安全、外地客商收货质量不
高和货源短缺等问题，为按质按量交货
提供了保障，提升了市场与客商之间的
信任度。

“在镇党委、政府的支持下，我们因
地制宜，大力发展富民产业，建设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一个又一个项目在俺村
‘落地生金’。投资500多万元的莘县鼎
侬鑫盛瓜果蔬菜交易大市场属于山东
省重点建设项目，是在一个废弃多年的
厂房旧址上建起来的。”西王庄村党支
部书记刘方利说。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近年
来，鲁云药用空壳胶囊公司、山东巨信
旺塑公司、山东莘旺克新材料有限公
司、冠利源大豆筛选科技有限公司、聊
城水运家具厂、蓝天家具厂等企业纷纷
到西王庄村投资办厂。该村一年仅土
地租金收入就有40多万元，村集体经济
不断壮大。

产业兴旺民增收，和美乡村入画
来。目前，西王庄村民在企业务工的有

150 多人，每人每月工资收入 3500—
5000 元。34 岁村民刘子清用务工收入
购买了一辆小轿车，还建起了新楼房。
他高兴地说：“产业强，日子旺。村里发
展得越来越好，我们每个人都跟着沾
光！”如今，村里新建了体育中心和老年
人活动中心，整修、扩展了3条主要出入
村道路，新修、硬化胡同147条。两座回
迁楼建筑面积达 12000 平方米，基本满
足了村民住房需求，其中 100 多户还自
建了二层或三层“小洋楼”。

“经过 16 年的发展，我们村先后建
起蔬菜大棚1800多亩，其中旧棚提升改
造230多亩。依托招商引资开办企业和
蔬菜大棚种植这两项富民产业，群众年
均纯收入2.8万元。”刘方利说。

西王庄之变

■ 本报记者 赵倩文

在莘县燕店镇，有一位 90 后新农
人——王艳敏。她以短视频的形式记录
当地香瓜产业的日常，通过网络平台展示
香瓜的种植、采摘、发货全流程，将燕店香
瓜的优质口碑传播到了全国各地。

王艳敏的抖音账号名为“啥也不是”，
这个名字源于她幽默的性格和对农村生
活的深刻理解。她通过镜头记录香瓜市
场的繁忙景象、农户的辛勤劳作以及香瓜
从田间到发货的全过程。每一条视频都
展现了生活的真实感和烟火气，吸引了大
量客商和网友的关注。

在她的视频中，可以看到香瓜市场凌
晨4点的热闹场景：农户们将刚采摘的香

瓜运送到市场，收购商们忙着挑选、称重、
打包。王艳敏会在镜头前详细介绍香瓜
的品种、口感和特点，并实时更新发货动
态。她说：“咱们燕店的香瓜都是头天订
货，次日采摘、发货，保证新鲜。”

燕店镇被誉为“中国香瓜第一镇”，全
镇香瓜种植面积达 3.9 万亩，种植品种超
过100个。从薄皮甜瓜博洋61（羊角蜜）到
厚皮香瓜玉菇（冰激凌小香瓜），燕店香瓜
以其优良的品质在全国市场上享有盛誉。

作为代收代办的中间人，王艳敏的工
作是连接农户和客商的重要纽带。她每
天都会在市场中忙碌，帮助农户寻找合适
的买家，并协调货物的运输。对于订单量
较大的客商，她会选择用货拉拉或半挂货
车发货。例如，一位河南客商订购了4吨

香瓜，客商直接通过视频连线进行远程选
瓜，王艳敏安排货车直接将货物运送到对
方指定的地点。

王艳敏认为，作为一名新农人，她的
使命不仅仅是帮农户卖货，更重要的是通
过短视频让更多人了解燕店香瓜的独特
优势。她说：“作为一名新农人，我每天都
深入香瓜市场和大棚，和农户们打成一
片。我希望能通过我的镜头，把家乡的农
产品推广到全国各地。”

在采访中，王艳敏展示了农户当天采
摘的新鲜甜瓜，并现场开瓜测试品质：“这
是博洋9号，一听声音就知道熟度很好。”
她说，许多客商正是看了自己的短视频而
慕名前来下单。

王艳敏的故事是乡村振兴进程中年

轻力量的一个缩影。她用短视频记录乡
村生活，用镜头传递家乡的味道。如今，
燕店香瓜不仅走进了北京、上海、河南等
地的农贸市场，还通过线上团购的方式进
入了全国各地居民的家庭。

对于未来，王艳敏表示：“希望通过
自己的努力，让更多人知道燕店香瓜的
故事。我会继续用心记录每一天的工
作，让更多人了解‘中国香瓜第一镇’的
独特魅力。”

用短视频吸引全国客商，王艳敏用镜
头搭建起了燕店香瓜与外界的桥梁。她
不仅是香瓜代办的“网红”，更是乡村振
兴中不可或缺的新生力量。在这个充满
希望的春天里，她正续写着属于新农人的
精彩篇章。

王艳敏：新农人玩转短视频

本报讯（记者 岳殿举 通讯员 解黎明）“多亏党委政府积极协
调，帮我挽回了经济上的损失，解决了生活中的困难。”3月26日上
午，阳谷县西湖镇白庙村村民任代祥将一面写着“一心为民办实事，
情系百姓解民忧”的锦旗送到西湖镇党委副书记周磊手中。

任代祥因不服经济纠纷判决多次上访，其案件成了西湖镇一起
久拖未决、案情复杂、依据缺失的信访积案。为此，西湖镇多次召开
专题会议研判梳理，并联合各部门积极协调化解。特别是今年，通过
积极办理平安保险和民生灾害保险赔付，弥补了他的经济损失，化解
了这起信访积案。

近年来，西湖镇坚持落实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将群众的利
益和诉求作为乡村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整合人民调解、司法
调解、行政调解等多种调解力量，设立“一站式”矛调中心，健全完善
多元化解机制。对于简单的邻里纠纷，村干部和网格员先行介入，通
过讲道理、说民俗的方式化解；对“清官难断”的家务事，发挥退休老
干部、老党员、家族长的威望和人脉资源优势，从道德层面介入化解；
对涉及土地、财物和法律问题的纠纷，组织镇村干部会同司法所、国
土所、派出所和法律顾问等联合调解。2024年11月起，西湖镇在全
镇范围内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乡村治理提升集中活动，紧盯民间矛
盾，注重解决棘手问题，经历集中排查、会商研判、分类处置和建章立
制四个阶段，共排查矛盾纠纷69条，化解62条。

西湖镇通过政策宣传、常态化排查化解和开展集中提升活动，用心
用情化解了一批跨越时间长、化解难度大的矛盾纠纷，进一步增强了群
众的信任感，为乡村治理和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了有力保障。

西湖镇

紧盯诉求化解矛盾纠纷

本报讯 （图/文 记者 刘丛丛 郝
锐） 春灌时节，冠县贾镇“万亩大方”农
业示范田里，一台新引进的平移式桁架
喷灌机正在作业。这台智慧化浇灌设
备首次投入使用，为 400 多亩小麦送上
精准高效的“返青水”。

3 月 28 日，记者在示范片区看到，
这台跨度达 280 米的庞然大物正舒展着
银色“臂膀”，95 个旋转喷头均匀地喷洒
着细密水雾。据介绍，该设备通过轨道
自动行走，能精准控制水量和灌溉范
围，实现智能化灌溉。

“ 相 比 传 统 的 大 水 漫 灌 ，这 种 喷
灌方式更加科学。”贾镇农技站站长
岳 子 刚 告 诉 记 者 ，设 备 可 以 根 据 土
壤 湿 度 、作 物 需 求 等 数 据 智 能 调 节
喷灌量，既避免了水资源浪费，又提
高 了 灌 溉 均 匀 性 ，减 少 了 局 部 积 水
或 干 旱 的 情 况 。 同 时 ，该 设 备 还 能
实 现 水 肥 一 体 化 作 业 ，将 肥 水 均 匀
地喷洒在小麦上。

记者了解到，这套设备的投入使用
还大大节省了人力成本。岳子刚表示：

“操作简单是它的另一大优势，非常适
合大规模农田使用。”

除了引进新型喷灌设备，贾镇还在
加紧建设新式高标准灌溉渠。施工现
场，挖掘机正对原有水渠进行清淤、深

挖和硬化衬砌。目前已有2条沟渠衬砌
完工，防渗效果提升 30%，进一步提高
了农田灌溉效率。

为做好春耕春管工作，当地农业技
术推广服务团队还组织农户在田间地
头举办培训会，重点讲解春季高效肥水

运用、病虫害统防统治等技术要点，将
农业知识“手把手”送到生产一线。

平移式桁架喷灌机“上岗”

冠县“万亩大方”示范田开启智慧春管模式

本报讯 （记者 段猛 通讯员 孙洪根） 春潮涌动，农事正忙。
在冠县甘官屯镇，一场盛大的“春耕战役”已然打响——500亩辣椒
播种全面铺开，奏响了乡村振兴的激昂乐章。

4月1日，走进连寨新村田间，现代化的农耕场景映入眼帘。350
亩辣椒地采用机器种植，一台台播种机好似威风凛凛的“钢铁战士”，
在广袤田野里纵横驰骋、精准作业。它们按照预设的程序，有条不紊
地翻土、播种、覆土，高效又规范，让春耕跑出了“加速度”。一旁的
150亩土地则是人工播种区，农民们弯腰劳作，他们用双手娴熟地将
一粒粒辣椒种细心播下，每一个动作都饱含着对丰收的期盼。

这片 500 亩的辣椒地，布局巧妙，兼顾干辣椒与湿辣椒种植。
干辣椒亩产900斤，可凭借醇厚浓烈的风味，在市场上站稳脚跟，每
斤9.5元左右的价格让它成为高附加值农产品，多用于调味、加工高
端辣椒制品，备受青睐。湿辣椒则以量取胜，亩产高达 3500 斤，价
格稳定在每斤2.5元左右，是市民餐桌上的常客。不同品种的搭配，
精准对接市场供需两端，为农户撑开了收益保护伞。从整地、播种
到后续的灌溉、施肥、采摘，辣椒特色产业增加村集体增收的同时，
还能带动400余人增收。

今年，甘官屯镇将紧紧围绕县委“14557”工作思路，锚定“五个
新冠县”建设目标任务，持续深化“筑基攻坚提升年”活动，以特色农
业种植赋能，扎实推动镇域经济提质增效，奋力绘就乡村振兴新图
景，为冠县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甘官屯镇

500亩辣椒播种忙

本报讯（记者 王军豪 通讯员 柳亚楠 陈道澳）4月2日，记者
从开发区北城街道了解到，北城街道纪检监察工委集中时间、集中力
量对各村（社区）的“三资”管理问题进行起底排查，着力解决阻碍农
村集体“三资”管理的难点、痛点、堵点，以执纪问责清病灶，全力守好
农村集体“钱袋子”。

北城街道纪检监察工委修订完善了管理制度，从13个方面对农村
“三资”进行规范管理，健全完善“村账镇管”、村务决策执行“四议两公
开”等各项制度。严格实行审批制度，日常及小额开支必须取得正式
发票，报销时报账员须持会议记录表，村党支部、村理事会、监事会签
字的村务卡消费单据到经管站报账，使农村“三资”管理更加有章可
循、更加公开透明。探索实施“村务卡”结算制度，以“刷卡支付”替代

“现金支付”，确保每一笔村级资金动向全程留痕、可追溯，规范资金往
来，减轻村干部负担，规避因虚假开支等带来的“微腐败”。联系相关
银行，为各村统一办理村务卡，同时细化报账流程，明确一套手续、四
个本子、两人到场、专人管章报账方式，堵住制度漏洞。

北城街道

“三资”整治出实招

本报讯（记者 尹腾淑）“村庄绿化和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关系百
姓生活质量。通过这次视察活动，一方面为各村互相借鉴优秀经验
提供了平台；另一方面为推进村庄绿化和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查漏补
缺。”4月1日，阳谷县人大代表、阎楼镇党委书记任立迎说。

日前，阎楼镇组织人大代表开展人居环境检查和村庄绿化视察
活动。活动范围涵盖了辛庄、姜庙等28个村庄，有力推动村庄绿化和
人居环境迈向更高的台阶。每到一个村庄，人大代表们都仔细查看
道路绿化情况，从树木种类、种植密度到绿植养护等进行细致考察。
代表们还重点对房前屋后、闲置院落、边沟路角等卫生死角盲区开展
督导，对发现的问题及时督促整改，从源头上防止顽疾复发，实现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监管并行、长治长清。

阎楼镇

人大视察促进乡村环境整治

平移式桁架喷灌机在田间作业平移式桁架喷灌机在田间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