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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目伦 通讯员 朱红
光） 5 月 15 日，记者在临清市新华路街
道张芳庄村采访时了解到，该村通过大
田托管、光伏发电、牛蒡种植三大产业项
目，奏响了村集体增收、村民致富的交响
曲。

为破解农业发展资金瓶颈，张芳庄
村党支部积极探索“党建+金融赋能”模
式。由党组织领办的志远合作社，通过

“农担贷”贷款 40 万元，开展大田托管服
务，盘活农村土地存量，合理开发集体土
地资源，将105户村民的390余亩流转土
地及整治撂荒地全部用于小麦、玉米、樱
桃、苹果等农作物种植，由合作社统一托
管，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 4 万余元。“我
们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大田托管，进而实
现金融赋能，激活土地潜力。”该村党支
部书记齐观杰表示。

近年来，张芳庄村采用“牧光互补”
模式发展新型生态农业，依托村集体牛
棚，打造“棚上发电、棚下养牛”的立体种

养模式。棚顶铺设光伏发电板 1300 余
块，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不仅为村集体
带来了稳定的经济收入，棚下养牛也为
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该项目预计今年
可为村集体增收5.5万元，实现经济效益
和生态效益双赢。

“张芳庄村发展特色产业，前期选
择的是牛蒡种植，目前已初见成效。”新
华路街道党工委书记朱亮介绍，牛蒡营
养 价 值 高、市 场 需 求 大 ，经 济 效 益 可
观。张芳庄村集体通过“三资”清管用
专项行动，收回村集体土地十余亩，结
合本村牛蒡种植有关经验，开展适度规
模经营，提高牛蒡产量和品质。同时，
该村积极探索“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
式，带动村民共同参与牛蒡种植，拓宽
了致富路。

“目前，我们街道通过‘一村一品’发
展的特色项目有 90 多个，多数都很成
功。而张芳庄村只是其中的一个。我们
计划继续以‘一村一品’为抓手，积极探索

多元化发展路径，实现村村有项目、村村
大发展，进一步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助力

乡村振兴。”朱亮表示。

金融赋能激活土地潜力，张芳庄村——

特色产业奏响致富曲

张芳庄村致力于发展壮大村集体经
济，充分发挥其乡土资源优势，通过实施

“一村一品”策略，积极推动资产、项目等
多样化资源。这一系列举措旨在不断壮
大特色产业，为农民和农业注入新的活
力，从而以产业力量引领乡村振兴。

如何通过发展“一村一品”擦亮乡村
振兴“底色”？张芳庄的做法给了我们一
些启示。

加强党建引领。突出抓好党建引领，
积极推广“党支部+合作社+公司+农户”
产业发展模式，实现支部有作为、党员起

作用、集体能增收、群众得实惠。
打造产业多元化。引导各村因地制

宜发展种植、养殖、生态旅游等产业，实现
特色产业百花齐放的乡村振兴新局面。

坚持绿色生态化。努力走好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生态环境得到改善，
实现生态增值，打造出纯生态有机农业模
式。

培育新型农民。大力开展实用技术
和职业技能培训，培养一批农村生产能
手、经营能人、致富带头人和科技带头人，
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助力乡村振兴。

以产业力量引领乡村振兴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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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沈欣欣 潘云磊
本报通讯员 魏金州

5月的鲁西平原，麦浪翻滚，丰收在
望。位于阳谷县阎楼镇的山东兴盛面粉
有限公司智能化车间里，机器轰鸣，一袋
袋面粉通过自动化生产线完成包装，即
将发往全国各地。

该公司总经理郝胜龙用十年时间，
把一家传统面粉厂打造成省级农业产业
化重点龙头企业，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
生动实践者。

2012年，大学毕业的郝胜龙面临人
生选择：留在城市发展，还是回到家乡接
手父亲的面粉厂？当时，家乡的面粉产

业仍以传统加工为主，市场竞争激烈，利
润微薄。但父亲的一句话触动了他：“咱
家的厂子要想走得更远，得靠你们年轻
人用新思维去闯。”

深思熟虑后，郝胜龙决定回到家
乡。他没有直接坐进总经理办公室，而
是从基层干起——在生产车间、采购岗
位等又苦又累的一线锻炼自己。

“只有真正了解每个环节，才能知道
企业该怎么发展。”郝胜龙说。

2013年，面粉行业竞争加剧，产品同
质化严重，利润空间被不断压缩。郝胜
龙敏锐地意识到，单纯靠卖面粉难以突
破，必须向深加工要效益。他跑遍全国
面食加工企业，调研市场需求，最终决定

投资 500 万元，上马阳谷县第一条日产
30吨的现代化挂面生产线。

“我全程参与并负责这个项目，通过
狠抓产品质量、引入先进生产管理经验，
不断拓宽销售市场，连续三年实现每年
新增一条生产线的目标，公司业绩不断
创新高。”郝胜龙告诉记者。

2021 年，郝胜龙再次投入 3000 万
元，对生产线进行智能化改造。如今的
兴盛面粉生产车间，已看不到工人来回
搬运的场景——智能包装机完成吨袋封
装，物流机器人负责成品转运。

“它替代了原有的小规格包装袋，整
体承载量为一吨，大大节省了我们的采
购成本。”郝胜龙指着一款“吨包”面粉介

绍。
企业发展了，郝胜龙没有忘记反哺

家乡。近年来，兴盛面粉通过“公司+合
作社+农户”模式，与周边农户签订了优
质小麦订单，带动农户增产增收。

如今的兴盛面粉，已成长为省级农
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产品远销全国
多个省份。郝胜龙也先后荣获“山东省
乡村好青年”“聊城市优秀企业家”等称
号。

眼下，郝胜龙正在谋划企业更大发
展，努力实现兴旺一个产业，带富一方百
姓，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乡村振兴需
要产业支撑，而产业振兴需要更多年轻
人扎根乡土、踏实干事。”他说。

郝胜龙：青春作伴麦香浓

5 月 16 日，果农在阳谷县
张岩寨村油桃大棚内采收成
熟果实。

近年来，阳谷县持续推进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立足本地
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大棚
蔬菜、瓜果、花卉等特色种植，
全力构建“一村一品”产业格
局。一个个特色鲜明的农业
产业，犹如强劲引擎，为乡村
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铺
就了一条产业兴、农民富、乡
村美的发展新路径。

■ 本 报 记 者 刘晓伟
本报通讯员 张新栋

本报讯（通讯员 张春梅 李贵波）近日，在阳谷县寿张镇赵升白
新村，“聚力非遗传承 助力乡村振兴”主题展演以沉浸式文化体验引
发热烈反响。这场由镇政府联合驻村第一书记策划的文化盛会，系
统展示了本土特色非遗项目，吸引了周边众多群众参与。“看到老手
艺吸引了这么多年轻人和孩子，非遗真正走进了大家的生活，这就是
我们传承和创新的最大动力。”5 月 15 日，赵升白新村驻村第一书记
耿锦川说。

活动现场，10余项非遗代表性项目集中亮相。省级非遗代表性项
目寿张黄河夯号表演震撼人心，传承人吼着激昂号子，展现出黄河儿女
的豪迈气魄，引得观众阵阵喝彩。展区创新采用“活态展陈+互动体验”
模式，设置剪纸、糖画、萝卜雕刻、泥哨制作等体验区，非遗代表性传承
人现场授艺。小朋友张萌在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指导下，完成自己的第
一幅窗花作品。她兴奋地说：“原来剪纸藏着这么多门道，我以后有机
会还要尝试。”

“此次非遗展演不仅重现了鲁西民间艺术魅力，更验证了文化资源
向经济优势转化的可行性。”寿张镇相关负责人表示，该镇计划以“非
遗+研学”为抓手，串联张湾村“乡音——不止市集”、王楼村“乡趣——
耕种万物生”、冀王村“千花百果”、许庄村“乡情——了不起的手艺人”
等主题馆，打造非遗特色游览线路，让老手艺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引
擎。

寿张镇

非遗展演助力文化振兴

本报讯（记者 任焕珍 通讯员 尹茂阳）5月16日，记者漫步东阿
县鱼山镇鱼山新村，整洁的街巷与错落有致的民居相映成趣，色彩斑斓
的庭院墙绘讲述着乡土故事。更引人注目的是，一系列特色农文旅项
目正在这片沃土上蓬勃发展，呈现出一派生机盎然的乡村新景象。

近年来，鱼山镇立足资源禀赋，通过“农文旅”三产融合发展，为乡
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鱼山新村党委书记房奇介绍，该村目前重点打
造的飞鸟民俗巷已成为网红打卡地，集餐饮、观光、体验于一体，吸引着
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感受原生态的乡村魅力。这个位于黄河之滨、鱼
山脚下的村庄，凭借毗邻国家4A级旅游景区鱼山曹植风景区的区位优
势，深入挖掘曹植文化内涵，整合优质农业资源，打造出独具特色的乡
村振兴示范样板。此外，鱼山镇精心规划了包括飞鸟民俗巷、书画院、
根雕馆、鱼山人家、绿野仙踪等在内的多个农文旅融合项目，不仅改善
了村居环境，更丰富了文旅业态。

“我们正着力构建农文旅协同发展的新格局。”房奇表示，鱼山镇将
继续完善配套设施，提升服务质量，让游客既能领略田园风光，又能体
验深厚的文化底蕴，真正实现“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
好愿景。

鱼山镇

融合农文旅 田园变景区

本报讯（记者 赵艳君）“为实现‘群众满意、企业便利’目标，我们
全力打响‘蒋事即办’便民服务品牌，从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政务改革、
创新便民服务三方面精准发力，全方位提升服务质量与效率。”5月14
日，开发区蒋官屯街道党工委委员、宣传委员李元馨表示，该街道以“蒋
事即办”品牌为引领，一系列便企利民举措的落地实施，为群众和企业
带来了更优质、高效、便捷的服务体验。

在优化营商环境升级方面，该街道通过多渠道收集群众和企业高
频办事需求，优先将跨部门、多环节事项纳入“一件事”服务清单。同
时，整合各类服务资源，针对老年人、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推出“适老
化服务一件事”“残疾人服务一件事”等特色主题服务。

此外，该街道加大“爱山东”政务服务平台推广力度，强化“掌上办”
与“远程视频核验”功能，目前线上办理业务占比已达70%，群众满意度
持续攀升。深化政务效能改革是提升办事体验的关键。街道建立“街
道—社区—网格”三级服务网络，14名科级干部化身“助企专员”，定期
走访83家规上工业企业，提供政策解读等“一对一”服务；46名村（社区）
帮办代办员也接受了两次业务培训，今年已为企业服务112次，帮群众
代办300余项免进厅业务。办事流程得到进一步优化，实行“容缺受理”
机制，个体户注册实现“即来即办”，线下大厅还提供24小时自助服务。

创新便民服务举措让便利触手可及。该街道在辖区2个城市社区
和7个新村设置便民服务站，为群众提供社保、医保等基础民生服务。
针对特殊群体，建立重点人群服务档案，提供预约、上门服务，“流动服
务队”每月下沉社区办理高频事项。

该街道还定期开展“便民服务赶大集和进社区”活动，将社保、民政
等高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结合帮办代办员和网格员力量，切实打通
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蒋官屯街道

擦亮便民服务品牌

5月16日，在莘县古城镇，村民在加工柳编产品。近年来，该镇利用
当地丰富的杞柳资源发展杞柳产业，建立柳编加工车间和共富工坊，形
成集种植、烘干、加工、仓储、编织、电商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条，有力
带动了村民就业增收。 ■ 本报记者 赵琦

■ 本 报 记 者 陈彩红 赵静华
本报通讯员 盛殿华

在乡村振兴的浪潮中，一位90后姑
娘用电商为画笔，在高唐的土地上描绘
出动人的发展图景。她是聊城市三八红
旗手、高唐县锦鲤协会副秘书长杜秀红，
也是带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新农人”。
自2018年投身乡村电商领域以来，她不
仅助力高唐锦鲤产业打开新局面，更让
本地特色农产品走向全国。

每次走进高唐县锦鲤产业园，总能
看到杜秀红调试直播设备的身影。1990
年出生于农村的她，曾在城市从事金融

工作。后来，怀揣着对家乡土地的深情
与对数字经济的敏锐洞察力，她选择返
乡创业。“这片黄土地是我的根，承载着
童年记忆，更寄托着我对家乡发展的热
望。”杜秀红说。

回到家乡后，杜秀红迅速行动，承包
土地、创办企业，牵头种植120亩黑小麦，
成立电子商务公司和食品生产公司，带
领村民发展特色产业，成为乡村产业发
展的带头人。

在推动锦鲤产业发展过程中，杜秀
红积极探索创新，在锦鲤产业园推出“溯
源直播”模式，通过短视频让大家随时观
看锦鲤从鱼苗培育到品相鉴定的全过

程，大大提升了产品的透明度与吸引力。
2024年，在她的带动下，产业园成功

培育 7 名青年电商从业者，推动青年群
体销售精品锦鲤 5 万尾，青年创业项目
销售额占比达 65%，为养殖户开辟了全
新的销售渠道。“电商不仅是销售工具，
更是让乡村被看见、被认可的窗口。”杜
秀红表示，她希望通过电商让更多人了
解高唐、爱上高唐，帮助乡亲们过上更好
的生活。

为了让特色农产品走向全国，杜秀
红深入乡村挖掘出“马颊河畔”“锦鲤文
旅小镇”“家有状元”等特色品牌，将高唐
手工坠面等传统美食推向全国。她在销

售产品的同时，注重传递文化内涵，让消
费者在品尝美食的过程中，领略高唐深
厚的文化底蕴，真正实现了让高唐特色
农产品走出乡村、走进城市千家万户。

凭借多年的努力与突出贡献，杜秀
红先后获得“山东省电子商务双创之
星”“聊城市级乡村好青年”“齐鲁乡村
之星”等荣誉称号。她感慨：“从城市白
领到‘新农人’，我始终坚信，乡村振兴
的蓝图，需要青年用脚步丈量、用实干
书写。作为新时代青年农民，我愿以青
春之我、奋斗之我，继续深耕乡村沃土，
让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成为乡村振
兴的生动注脚。”

杜秀红：电商为犁耕沃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