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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王军豪
本报通讯员 朱红光

“以前这水里到处漂着垃圾，夏天路
过得捏着鼻子，而现在这里已经成了旅游
景点，大家都叫这里‘小西湖’。”6月11日，
临清市新华路街道西胡村村民王桂兰蹲
在村里的坑塘边，水面倒映着她身后的民
宿招牌“河畔人家”。这个昔日的废弃坑
塘，如今成了“打卡地”。

西胡村的坑塘之变，是新华路街道乡
村蝶变的生动注脚。新华路街道聚焦产
业与环境，不断创新举措，催生乡村振兴
新活力。

杜庄村的坑塘整治，曾上演过一场
“思想交锋”。

“填了坑塘能多盖房。”“留着就是个
烂摊子。”“改建也没啥出路。”……面对群
众的质疑，街道党工委书记朱亮带着村干
部蹲点调研，最终敲定“生态修复+文旅开
发”方案：清淤泥、砌两岸、种荷花，还在岸

边建设农家乐。
“现在游客来吃灶台鱼，民宿老板收

租金，村集体每年多赚10万元。”村党支部
书记杜洪波指着坑塘边的公示牌，上面记
录着整治前后的对比照片。不远处，保洁
员刘杰正用打捞网清理水面落叶：“‘垃圾
不落地’可不是口号，每个网格都有分类
垃圾桶，连坑里的水草都有人管。”

这场“美颜革命”还延伸到了街巷。
在市级和美乡村示范点，青瓦白墙的民居
前，竹篱笆围成的小菜园里种着辣椒和丝
瓜，墙上的“家风家训”木牌被擦得发亮。

“每周五是‘全民清扫日’，环境美了，我们
心里也敞亮。”村民赵春莲晃了晃手里的
竹扫帚。

“民宿污水咋处理？”“樱桃采摘季停
车难咋办？”在新华路街道的15个网格村
里，老槐树下的“板凳议事会”成了常态。
议事会上，村民们围坐在一起，你一言我
一语，给乡村发展“挑刺”。

“以前村干部说啥是啥，现在大伙说

了算。”在杜庄村，村民王福涛指着村委会
办公室墙上的“网格议事清单”说，“你看，
美食街的停车位规划就是我们议出来
的。”这种“激活力”的做法，让乡村治理有
了烟火气——坑塘边的凉亭用什么木料、
旅游线路咋设计，都由村民代表投票决
定。

街道还盘活了闲置资源：废旧校舍改
成了“乡村创客空间”，老仓库变身农产品
直播间……

朱亮站在“两河”生态走廊的观景
台上对记者说：“群众的笑脸是最好的
成绩单，乡村振兴不是喊口号，得有‘三
股劲’——谋共富要拧成绳，美环境要下
细功，激活力要聚民心。我们要让产业链
再长一截，让每个村民都能在振兴路上

‘拾到宝’。”
清晨5点，东盛食品厂的冷链车驶出

厂区，车厢里装满刚加工好的烧鸡。
“多亏了企业带我们干，去年跟东盛

合作，多赚了6万元。”养殖户李建国展示

着手机账本说。
在新华路街道，这样的“利益联结”并

非个例。
新华路街道党工委牵线搭桥，让东

盛、好友两家龙头企业与农户结成“命运
共同体”：企业提供技术培训和保底收购，
农户负责标准化养殖。数据显示，这条食
品加工产业链已带动200余户养殖户。仓
库里码放的不锈钢罐头瓶、车间墙上的质
检流程图、农户手里的订单合同，成了“谋
共富”最鲜活的证明。

“光卖初级农产品不行。”街道农委办
主任张红敏翻开产业规划图，“你看这‘小
田并大田’工程——5214 亩连片耕地里，
新华大樱桃种出了‘地理标志’，中农蔬菜
进了城市商超。”

田埂上，种粮大户刁建军正用平板电
脑查看土壤墒情：“以前零散种地靠天吃
饭，现在合作社统一托管，每亩地成本降
了200元。”

群众的满意是最好的成绩
——从坑塘改造看新华路街道的乡村蝶变

6月10日，凌晨1点多，来自安徽的邢富民驾驶着联合收割机到
达德商高速临清东出口。这已是他离家的第三天，过去的72小时里，
他的收割机已辗转收割了120亩麦田。

和往常一样，邢富民打算在车里小憩片刻，等待天亮开工。突
然，一阵轻轻的敲窗声打断了他的睡意。“师傅您好！我们是康庄镇
跨区农机服务点的志愿者。”

过来打招呼的志愿者把邢富民吓了一跳。志愿者高保成笑着递
上一杯冰镇绿豆汤：“师傅，别担心，我们是过来和您对接的志愿者，
我们准备了维修工具、常用配件，还有防暑药品，24小时有人值班，随
时可以联系我们。”捧着清凉的绿豆汤，握着写有电话号码的服务卡，
这位常年奔波在外的“麦客”第一次在异乡卸下了疲惫。

在临清，这样的暖心服务已成为麦收季的常态。当地政府通过
精准收集各村小麦成熟度、农机需求等信息，科学调度全国各地的收
割机。康庄镇种粮大户陈爱华今年承包的1350亩小麦正待开镰，得
知“老搭档”邢富民抵达，天刚蒙蒙亮就打来了电话：“老邢，家里饭菜
都备好了，房间也收拾妥当，就等你来！”电话这头，邢富民笑得爽朗：

“每次来临清都像回家，干活顺心，挣钱安心！”

“麦客”成了家里人
■ 本报记者 吕晓磊 本报通讯员 赵立美 程源

■ 本 报 记 者 任焕珍
本报通讯员 魏金州 侯宪仁

在阳谷县畜禽养殖产业版图上，一位
80 后企业家正用数字化手段重塑传统蛋
鸡养殖模式。聊城创新畜禽养殖有限公司
总经理张祥昆通过十年探索，将企业打造
成为国家级蛋鸡标准化示范场，其“一蛋一
码”追溯系统更让产品斩获第二届鸡蛋评

鉴大赛金奖。
2013年，怀揣农业梦想的张祥昆返乡

创业，初期仅饲养1万只蛋鸡。2015年企
业迎来第一次飞跃——引进聊城市首套进
口H型四层立体养殖设备，实现单栋鸡舍
4万只的规模化养殖。“现在这栋1200平方
米的鸡舍，实现了通风、喂料、清粪全自动
化，连饮水量都能精准调控。”张祥昆指着
环境控制系统介绍。目前，企业蛋鸡存栏

量已达24万只，青年鸡10万只。
2017 年，张祥昆做出关键决策：淘汰

传统红壳蛋鸡，转向养殖国产优良小型鸡
种，主打粉壳精品蛋市场。记者在生产车
间看到，每小时 15 万枚鲜蛋经过光谱检
测、裂纹筛查等12道工序，最终7.5万枚达
标“精品蛋”被赋予独一无二的追溯码。“消
费者扫码就能看到产蛋日期、鸡舍环境等
全程信息。”今年，企业产品通过富硒、无

抗、可生食三项认证，为消费者提供安全放
心的鲜蛋产品。

为保障鸡蛋鲜度，企业自建物流体
系，拥有自己的物流配送车辆，能及时、安
全、快速送达合作商超，减少物流中转成
本。每日发往济南配送中心的12.6万枚鸡
蛋均采用恒温车厢运输，从鸡舍到商超不
超过 24 小时，实现“从生产到分级加工
再到配送”产业链闭环。

张祥昆：科技赋能打造“金蛋”产业

本报讯（记者 刘晓伟 通讯员 胡善珊）眼下正值夏种关键期，
在开发区蒋官屯街道桑海村的田间地头，播种机实现了水肥一体化、
播种施肥喷药同步作业，用科技为夏种按下“加速键”。

6月13日，在达鑫农机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玉米地里，合作社
负责人肖长涛正驾驶着水肥植保一体机进行作业。机器驶过之处，
细密的白雾腾空而起，同步喷洒除草剂。肖长涛指着机器前端一吨
容量的水桶和密集的管线介绍：“通过智能设备实现了水肥精准配比
和输送，确保种子和养分‘同沟共眠’。”有了这种创新模式，每亩仅
需400斤水即可支撑幼苗度过20多天的关键生长期，完美衔接雨季，
化肥用量也显著降低，为种子萌发提供了黄金环境。“种子的出苗率
从80%多提升到95%以上，单产提升实实在在看得见！”肖长涛说。

蒋官屯街道

按下夏种科技“加速键”

本报讯（记者 任焕珍 通讯员 周长祥 葛佩雨）6月12日，冠县
兰沃乡大兰沃村的千亩黑小麦迎来丰收。

“今年黑小麦的亩均效益接近2000元。我们把它加工成麦仁、石
磨面粉、手工面条之后，亩均效益可达4000元。”大兰沃村党支部书记
鲁德山指着刚收割的麦田介绍。三年前，该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流
转 370 亩土地，引进富含膳食纤维的黑小麦，并通过“党支部+合作
社+电商”模式，打造“兰沃小农夫”系列农产品品牌。

从单一种植到形成种植、加工、销售全产业链，黑小麦身价持续
攀升。为扩大品牌影响力和销售收入，鲁德山每天都会准时出现在

“兰沃小农夫”黑小麦直播间，用朴实的语言分享黑小麦从播种施肥
到加工包装的故事。今年，该村黑小麦亩产超千斤，还带动了周边村
民参与种植、包装等环节，实现家门口就业。

兰沃乡

黑小麦铺就群众致富路

■ 本报记者 陈彩红 姜振

在乡村振兴的壮阔征程中，青年人才
成为推动农村发展的重要力量，1992年出
生的卢义昌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2016 年，卢义昌怀揣着对家乡的热
爱，踏上返乡创业之路，在冠县兰沃乡韩
路村创办了冠县好农果蔬有限公司。创
业至今，他带领企业在农业领域深耕细
作、开拓创新，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

的活力。
6月11日，在冠县好农果蔬有限公司

生产车间，卢义昌正和工人们仔细检查即
将出口的水果品质。“我们通过试种新品
种、推进农产品精深加工、延伸产业链条
等方式，全面提升产品附加值。”卢义昌
说。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公司逐步成长
为一家集果蔬种植、收购、包装、储存、销
售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业企业。目前，公

司旗下“卢掌柜”品牌的鲜梨、苹果、油桃
等产品，已远销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
尼西亚、中东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年出
口创汇达 6000 万元，年营业收入突破亿
元。

企业帮扶当地160名农村富余劳动力
实现了就业和再就业，并与国内多家超市
建立合作关系。“我们采用订单农业模式，
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精准对接市场需求，
带动更多农户实现稳定增收，为乡村振兴

注入可持续发展动力，全面激活乡村振兴
的造血功能。”卢义昌说。

作为青年企业家，卢义昌以独特的方
式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并凭借突出贡献，
获评“市级乡村好青年”，用实际行动书写
着新时代青年的奋斗篇章。他用智慧和汗
水在乡村这片广阔天地中拼搏奋斗，不仅
实现了个人价值，更带动了当地农业产业
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

卢义昌：返乡新农人奋斗兴农路

6月11日，在东昌府区闫寺街道辛王顺丰家庭农场，农机手驾驶搂草机收集小麦秸秆，并借助
打捆机把小麦秸秆打捆。 ■ 本报通讯员 张振祥

本报讯（通讯员 王迪）6月10日，茌平区菜屯镇的麦田里，大型
联合收割机在金黄的麦浪中穿梭往来，伴随着阵阵轰鸣声，饱满的麦
粒被迅速收割、脱粒，装入运粮车。

在麦收过程中，秸秆回收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茌平区吉
峰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农机手们驾驶着搂草机、打捆机、运输车，对小
麦秸秆实施高效回收作业。原本散落在田间的秸秆，经过搂草机归
拢、打捆机打包后，变成了一个个整齐的秸秆捆，随后被运输车运往
各个需求点。这些回收的秸秆用途广泛，可用于农业种植、养殖，还
能变成生物质发电、造纸的原料。通过回收秸秆，不仅有效减少了焚
烧秸秆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还为农户带来了额外的收入，实现了经
济效益和生态环保效益的“双赢”。

“今年，我们镇将继续加大秸秆回收利用的推广力度，引导更多
农户参与到秸秆综合利用中来，让‘生态包袱’变成‘绿色财富’。”菜
屯镇宣传委员李飞说。

菜屯镇

秸秆回收变废为宝

本报讯（记者 王培源 通讯员 李宗民） 6月13日，阳谷县大布
镇“两代表一委员”为民工作室组织代表委员深入村级联络点，开展

“履职在一线”主题实践活动，代表委员通过走访调研、矛盾调解、产
业帮扶等举措，推动基层治理与民生服务同频共振。

大布镇依托“木材加工产业链代表委员服务队”，组织常态化走
访板材企业，精准破解用工、融资等难题。今年以来，通过“逢十说
事”“链上问需”等工作机制，累计收集企业诉求42件，协调解决用工
缺口300余人次，帮助华信木业等3家企业完成环保设备升级改造。

该镇积极探索落实“小切口”工作法，在48个村均设立“微心愿”
墙，通过“群众点单、支部派单、代表接单”模式，开展“圆梦”行动。
2025年以来，该镇认领留守儿童学业辅导、独居老人房屋修缮等“微
心愿”43个，办结率达95%。

该镇依托“芳姐农技推广服务队”，开展水肥一体化等技术培训
12场，新增高标准农田1500亩，粮食亩产同比提高18%。同时，重点
探索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联合社有效运营模式，今年累计为农户节约
生产成本7万元，助销农产品600吨，让群众“粮袋子”更满、“钱袋子”
更鼓。

大布镇

党代表履职暖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