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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任焕珍
本报通讯员 刘修滨

在茌平区菜屯镇大黄村，70多岁的黄
圣群用30年时间，将自家庭院打造成一个
特殊的“茄子实验室”。通过反复试验嫁接
技术，他培育出抗病强、产量高的优质茄
苗，不仅实现自家增收，还带动周边数十户
村民共同走上致富路，成为当地乡村振兴

的“银发科技带头人”。
6月2日，走进黄圣群家的小院，一排

排青翠欲滴的茄苗长势喜人。老人手持刀
片，正娴熟地将野生茄砧木与优质品种接
穗进行嫁接。30 年来，他不断改良“贴接
法”嫁接技术，种出的茄子不仅色泽鲜亮、
肉质紧实，产量更比普通品种提高两三
倍。“既要保住本地茄子的好口味，又要提
高产量、抗病害，关键就在砧木选择。”黄圣

群边嫁接边介绍，每年他都会从本地品种
中优选接穗，再与野生茄苗嫁接，这套方法
如今已成了他的“独门秘笈”。

随着嫁接技术的成熟，黄圣群开始向
周边种植户提供优质种苗。在他的带动
下，大黄村及周边茄农实现亩产增收近万
元，小小庭院成了名副其实的“科技推广
站”。菜屯镇二级主任科员田维旺表示，
镇里将推广这种“一院一技一产业”模式，

推动农户“小院经济”向标准化、品牌化发
展，让更多“土专家”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
能。

从方寸庭院到广阔田野，这位古稀老
人用坚守与创新证明：年龄从来不是界限，
科技兴农永不过时。如今，他的故事正激
励着更多“新农人”在希望的田野上播撒创
新的种子。

黄圣群：庭院里建起“茄子实验室”

6月4日，在冠县东古城镇顺源金银花种植合作社的种植基地，
金色的阳光洒满花田。百余亩金银花迎风摇曳，空气中弥漫着沁人
的芬芳。数十名村民穿梭在花丛间，手指翻飞，一朵朵饱满的金银花
落入篮中。

“现在正是盛花期，我们每天5点就来采摘。”村民温玉魁擦了擦
额头的汗水，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一天能收入100多元，比外出
打工强多了！”

这片生机勃勃的花田，五年前还是传统的小麦玉米轮作地。“当
时亩均收益不到千元。”合作社负责人温贵欣回忆道。2020年，在村

“两委”带领下，120亩土地完成产业结构调整，种上了药用价值高、市
场前景好的金银花。

“今年进入丰产期，亩产干花超200斤。”温贵欣算起了经济账，
“按当前市场价，亩均收益3000元以上，合作社年收入预计突破30万
元。”更让村民们欣喜的是，长达5个月的采摘期，为周边村庄提供了
200多个季节性就业岗位。

在合作社的加工车间，新购置的烘干设备正轰隆运转。“这台设
备一次能处理2000斤鲜花，解决了储存难题。”温贵欣介绍，通过错
峰销售，进一步提升经济效益。

如今，一朵朵金银花不仅串联起“采摘—加工—销售”的产业链
条，更成为农民家门口的“就业站”和“增收库”。

站在田埂上，西木堤村党支部书记温贵波指着远处的空地说：
“我们计划继续扩大种植规模，同时引进深加工生产线，让这片‘金银
地’产出更多‘真金白银’。”

金银花开幸福来
■ 本报记者 李政哲

本报讯（记者 洪祥 通讯员 张
清强） 正值“三夏”生产关键期，清
泉街道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以

“人防+技防+制度防”三位一体防控
模式，组织工作人员下沉田间地头，
织密安全防护网，全力保障夏粮颗
粒归仓。

清泉街道以科级干部包片、机关
干部包村、村干部包地块的方式，逐
级压实防火责任。该街道在每个村
庄设立了防火点并组建巡逻队，配备
旋耕机、水车等灭火设备。机关工作

人员参与村庄防火宣传和巡逻，结合
高空瞭望系统形成“空地联动”，全域
实时监测，确保防范无盲区。由街道
纪工委、重点办和党政办联合组成的
专项督导组，紧盯人员在岗在位、防
火点规范建设、巡逻队巡查履职等关
键环节，持续开展巡回督导检查，确
保各项防火措施落实落细、执行到
位。“作业时防火罩必须全程开启，地
头得留足5米隔离带。”在万苏农机合
作社，农技员对操作手进行安全培
训。

据介绍，该街道推行“一机一档”
管理制度，对所有参与麦收的农机具
进行安全检查，同步组织技术培训。
与此同时，街道宣传车巡回宣传，村
庄喇叭高频次播报，机关干部逐户上
门发放《明白纸》，全面提升防火意
识。“麦收防火关乎国家粮食安全和
群众切身利益，必须以万全之策确保
万无一失。”清泉街道党工委书记高
秀龙说，该街道将确保责任到人、宣
传到户、监管到点、应急到位，以实干
担当筑牢国家粮食安全防线。

清泉街道

干部下沉一线 护航“三夏”生产

本报讯（记者 周兴 通讯员 张凯） 6月2日，走进东阿县鱼山
镇鱼山新村，只见白墙上色彩斑斓的墙绘栩栩如生，曲折巷道间古色
古香的画廊韵味十足，开阔草地上，露营基地的帐篷错落有致，仿若
来到“世外桃源”。

鱼山镇紧扣“鱼山梵韵·七星诗章”衔接乡村振兴集中推进区建
设契机，大力推进农文旅项目建设，拓宽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渠道，
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游客张翧下午体验了大米种植等特色农
耕文化，晚上就住在了村里的飞鸟民宿巷。她说：“住民宿、吃农家
菜，特别放松，比传统旅游景点更有生活气息。”

2024年，东阿县依托鱼山镇丰富的农业资源、深厚的文化底蕴和
新兴的旅游业态，全力推进“鱼山梵韵·七星诗章”衔接乡村振兴集中
推进区建设，深化农文旅融合发展。鱼山新村借此东风，规划建设了
书画苑、幸福食堂、民宿、绿野仙踪等多个农文旅项目，尽显原汁原味
的乡土风情。鱼山新村党委委员宫庆东向记者介绍，鱼山新村深挖
本土农耕文化与生态资源，通过多元打造，推动农文旅产业从“有”到

“优”升级。多个项目的建成和运营，为壮大村集体经济、实现富民增
收注入了新活力。

鱼山镇立足生态资源与人文底蕴优势，深耕曹植文化、梵呗文化
及沿黄村落历史积淀，盘活乡村风光、乡土风情与非遗技艺，全力推
进农文旅融合发展，让全镇景美业兴、活力迸发，成为乡村旅游新热
点，打造乡村振兴新引擎。

鱼山镇

农文旅融合打造旅游目的地

编 者 按

芒种时节，金黄的麦田陆续开始收
割，我市各地采取多项举措确保颗粒归
仓。此前，农机部门已提前准备，积极
调度，并为农机手开展作业提供优质服
务。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及时收割和晾
晒，各乡镇街道正围绕防火全方位发力
……水城大地，一场守护“粮袋子”的攻
坚战已经打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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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丛丛） 6 月 1 日，在柿子园镇贺庄村、陈堂村
等10余个村庄的蒜田里，蒜农们熟练地剪秧、去须、整理、装袋，一
排排装满大蒜的编织袋整齐排列，勾勒出一幅充满希望的乡村丰
收画卷。

“种蒜有20年了，亩产5000斤左右，收入8000多元，比种粮食强
多了。”蒜农谢新华说。在大蒜收购仓库，蒜农们将一袋袋大蒜过磅、
装车. 收购商孙兆华介绍：“在大蒜收获高峰期，每天能收购 100 多
吨，价格1.6元到1.65元，柿子园镇的大蒜品质比河南蒜更好，很受市
场欢迎。”

近年来，柿子园镇锚定“一村一品”发展目标，通过“党支部+合
作社+农户”模式，引进金乡先进技术，推广双膜覆盖、有机肥替代等
新技术，带动全镇大蒜种植面积达3000亩，亩产超2800斤，每亩收益
稳定在2500元以上，让小小蒜头成为农民增收的“金疙瘩”。

柿子园镇

小蒜头成农民增收“金疙瘩”

本报讯（通讯员 刘加明 赵庆瑞） 今年以来，茌平区乐平铺镇
以党建引领为抓手，积极探索“党建+”模式，将基层党建与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深度融合，持续推动农村人居环境增“颜值”、升“品
质”、固“成效”。

该镇采用“线上+线下”深入宣传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要意
义，充分运用微信群、广播、悬挂宣传横幅等方式，宣传环境整治相
关知识，规范完善村规民约，树立文明新风；结合志愿服务活动组
织党员、群众学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并积极开展宣传和劝导不
文明行为，转变群众观念和卫生习惯，促进村民自觉养成良好的卫
生习惯，树立良好的保护环境和卫生意识，打响村庄清洁“保卫
战”。

该镇依托党员大会、主题党日活动等形式，激活党员“先锋效
应”，组织党员干部、村民代表、公益岗等力量，对主次干道、河道沟
渠、大街小巷、房前屋后等重点区域进行排查，集中对垃圾点进行清
理清运整治。定期进行日常卫生清理维护，并实行网格式管理，着力
解决农村人居环境脏乱差问题。

该镇坚持“当下治”和“长久立”相结合，探索建立人居环境整治
常态化、长效化管理机制；建立规范的督查和通报制度，在全面督查、
逐项反馈，督促整改的同时，营造比学赶超的浓厚整治氛围。同时，
开展“美丽庭院”评选等活动，激发村民自觉性和主动性，让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

乐平铺镇

“党建+”助力人居环境整治

■ 本 报 记 者 洪祥
本报通讯员 王记强

在莘县瓜果飘香的沃野上，一位皮肤
黝黑、双手布满老茧的中年汉子，三十年来
用脚步丈量土地，用汗水浇灌希望，带领乡
亲们将“小香瓜”种成“大产业”。

他就是莘县燕店镇人大主席王俊
国，曾带领东孙庄村走上香瓜种植的致
富路。1994 年，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在燕

店镇东孙庄村实施，建蔬菜大棚、种植香
瓜等一系列的新事物让许多村民望而止
步，但是王俊国积极响应政府政策，率凭
着顽强的拼劲和商业灵感，先种植了 2 个
蔬菜大棚。王俊国边种边学，总结出了
一套适合当地种棚技巧，走上了自己的
温室致富路。第一年，王俊国的香瓜大
丰收，但是由于种植规模小、没有收购
商，香瓜的销售又成了问题。于是，王俊
国北上“闯关东”，历尽千辛万苦让大连

市民接受了香瓜，打开了大连市场，赚到
了“第一桶金”。

在王俊国的带动下，村民纷纷开始种
植香瓜，王俊国这时当起了技术员，走户串
棚，义务指导，他被群众们亲切的称为“香瓜
经纪”。王俊国还把销售渠道介绍给村民，
带动了燕店镇乃至全县的香瓜种植产业。

2004年，走上村党支部书记岗位的王
俊国，心里装的更是群众和香瓜产业发
展。在他的带领下，东孙庄村成为远近闻

名的富裕村。
今年3月18日，莘县香瓜首个自主新

品“燕店一号”上市仪式暨“燕店香瓜甄选”
官方店铺上线仪式成功举办，承载着瓜农
幸福生活的燕店香瓜品牌创建之路越走越
宽。为了给香瓜产业提供源源不断的技术
人才，王俊国在东孙庄村创办了“鲁西嫁接
工培训基地”，培养新型职业农民 1600 余
人，其中“90后”返乡创业者占比达40%。

王俊国：小香瓜“种”成大产业

6月4日，茌平区贾寨镇苗庄村农户正在收集转送刚收获的小麦。■ 赵玉国 王昕

6月4日，联合收割机在贾寨镇苗庄
村田间收获小麦。 ■ 赵玉国 王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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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月月44日日，，农民在贾寨镇苗庄村广场上晾晒收获的小麦农民在贾寨镇苗庄村广场上晾晒收获的小麦。。 ■■ 赵玉国赵玉国 王昕王昕

本报讯 （记者 吕晓磊 通讯员
汪寅辰 汪庆民） 芒种已至，临清 80
余万亩小麦已进入蜡熟期，夏收工作
正全面展开。

6月4日，在潘庄镇后汪堤村的麦
田里，金黄的麦浪随风起伏，收割机轰
鸣作响，一垄垄小麦被快速收割、脱
粒、装车，满载麦粒的农用三轮车穿梭
于田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为确保夏粮丰产丰收，临清市自4
月起便组织农机监理人员对农业机
械进行集中年度检验，并协调全市农
机经销商、维修服务网点成立农机维
修服务队，确保机具以最佳状态投入

“三夏”生产。截至目前，全市1600余
台小麦联合收割机及 4000 余台拖拉
机、播种机、烘干机等作业机具已全
部完成检修，实现“应检尽检、应修尽

修”。
据了解，今年临清市预计投入小

麦联合收获机2100余台，其中本地收
割机1625台，引进外地机具500台，完
全能够满足全市小麦抢收需求，确保
夏粮“颗粒归仓”。同时，该市科学调
度农机作业，组织农机手高效衔接夏
收夏播，全力保障秋粮适时播种，为全
年粮食丰产丰收奠定坚实基础。

临清小麦收割按下“快进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