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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吕晓磊
本报通讯员 鲍来东

6 月 13 日，临清市金郝庄镇栗官屯
村，仲夏的阳光渐炽，微风拂过，麦田里
翻涌着金色波浪。

田野里，一场变革正悄悄拉开帷
幕。从曾经的“小田块”到如今的“万亩
良田”，从单一的传统种植到三产融合
发展，栗官屯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
乡村振兴之路，“资源变资产、产品变商
品、农民变股东”的乡村蝶变在这里不
断上演。

土地整合，农民变股东

土地碎片化曾是制约栗官屯村发
展的瓶颈。为摆脱传统农业耕种模式、
提高农作物附加值，栗官屯村探索党支
部领办合作社引领“小田并大田”的特
色发展新模式。

面对村民对土地流转的顾虑，村党
支部创新推出“三卡”机制——以“确权
赋能安心卡”精准标注地块边界，打消

村民“流转失地”的担忧；以“项目透明
放心卡”宣传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统
一改良土壤，消除质量差异；以“金融护
航兜底卡”争取“粮食生产规模贷”200
万元，提前预付租金保障农户收益。通
过“党支部+合作社+农户”模式，首批
整合320亩零散耕地，拉开了“小田并大
田”的序幕。

“把零散地成方连片，同时将生产
路拓宽至 6 米，便于机械耕作，增加了
可耕地面积。合作社还统一从厂家批
量采购农资，大大节约了生产成本。”栗
官屯村党支部书记贾国军说，将 105 块
零碎地块整合为 6 片“大方田”，复垦新
增耕地 5%，农机作业效率提升 50%，统
一农事服务降低了 15%的生产成本，粮
食集中仓储后错峰销售，每斤售价提高
0.03元，亩均增收100元。

2023年首次分红，村民每亩获1620
元收益，村集体增收15万元，实现了“土
地增效、农民增收”的双赢。而随后，村
集体推出“1200 元保底租金+20%利润
分红”机制，更让村民在尝到“甜果子”

后又吃下“定心丸”。“面朝黄土背朝天”
的农民成为“坐享分红”的股东。

产业升级，资源变资产

在栗官屯村的粮食加工中心，机器
轰鸣声不绝于耳。“我们整合各类资金
建成这个中心，实现了从种到收的全流
程机械化，亩均成本降了155元，产量增
了 100 公斤。”贾国军说，这只是产业升
级的第一步。

由闲置机械厂房改造而成的挂面
加工车间里，现代化的挂面生产线正在
运转。通过构建“小麦种植—石磨面粉
—手工挂面”全产业链，村里开发出菠
菜面、胡萝卜面等 6 款特色产品，使小
麦附加值提升 5 倍，1 斤小麦加工后纯
利润达 3.45 元，实现了“从卖原粮到卖
商品”的跨越。这个被盘活的闲置资
产，如今每年为村集体带来 25 万元收
益，还解决了 40 名村民的就业问题，人
均月工资约3000元。

与此同时，企业按利润的0.5%向村
集体分红，形成了“保底租金+利润分

成”的长效联建机制，沉睡的资源被激
活，变成了会“下金蛋”的优质资产。

品牌赋能，产品变商品

在抖音“青小田”直播间里，年轻的
主播正拿着“栗官屯挂面”向网友展示：

“这是我们用石磨面粉手工制作的特色
挂面，大家可以通过视频看到挂面从麦
田到餐桌的全过程……”这样的场景，
在栗官屯村已成为常态。

聘请专业团队打造“栗官屯挂面”
品牌，推动产品从“散装粗加工”向“精
品化品牌化”转型；联合电商平台搭建

“可视农业+直播带货”体系；整合镇域
内的金炉殿小米、新北酱菜等特色农产
品，打造立体销售网络；创新“农产品+
餐饮”“农产品+文旅”模式，推动农业从

“ 卖 产 品 ”向“ 卖 场 景 ”“ 卖 体 验 ”升
级……一套“组合拳”下来，农产品身价
倍增。

风吹麦浪起，又是一年丰收季。“我
们要让老百姓手里的粮食变得更有价
值。”贾国军说。

栗官屯“三变”

本报讯（记者 任焕珍 通讯员 牛雪月） 记者6月15日从茌平
区肖家庄镇获悉，该镇积极探索乡村振兴新路径，将特色养殖作为推
动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抓手，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激发乡村发展新活
力。席店村的肉鸽养殖产业已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亮丽名片。

走进席店村肉鸽养殖基地，整齐排列的现代化鸽舍格外引人注
目。每栋鸽舍内，2000对种鸽在配备完善供水喂食设施的“单间”里
繁衍生息。饲养员每天定时巡查，记录产蛋情况，观察乳鸽成长。基
地采用科学养殖模式，从种鸽培育、孵化到幼鸽育肥，全程坚持纯天
然、无污染的标准。基地负责人窦克华介绍：“我们引进的米玛斯种
鸽品质优良，目前8栋鸽舍每月可出栏2.4万只乳鸽，每栋鸽舍月收益
约2万元。”该基地养殖的肉鸽以个体大、肉质鲜、营养丰富而备受市
场青睐。基地计划年底前扩建8栋鸽舍，并引进自动化喂料、孵化设
备，预计收益将实现翻番。

值得一提的是，该产业还形成了绿色生态循环产业链。每日收
集的鸽粪经过专业处理后，成为优质有机肥，用于周边果蔬种植，既
改善了土壤肥力，又减少了农业面源污染，形成了种养结合、农牧循
环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肖家庄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宋大为介绍，当地通过“政府+企业+
村集体+农户”的创新模式，构建了完整的“供、产、销”产业链。席店
村集体去年增收超过4万元，带动50余户村民就业。该镇将支持企
业延伸产业链条，开发多样化产品，提升附加值，让肉鸽养殖产业真
正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肖家庄镇

打造肉鸽养殖产业名片

本报讯（记者 赵琦）近日，一场喜庆又简约的婚礼在冠县梁堂
镇北寺地村举行。婚礼现场，新人穿着婚服，在悠扬的音乐声中走过
红毯。没有奢华的装饰、繁琐的流程，这场简约的婚礼却让现场的每
一位宾客都感受到满满的幸福。婚礼当日，8辆装饰着红色气球和鲜
花的电动车组成的车队，成为街头一道独特的风景。

在婚礼筹备与举办过程中，多方力量共同助力文明婚俗落地。
村干部提前行动，婚前三天就走访待婚家庭，耐心讲解文明婚俗规
范，分析恶俗婚闹的危害，引导大家抵制低俗行为；新时代文明实践
公益岗和村妇联主席组成“梁堂文明迎亲队”，全程提供志愿服务，为
新人送上喜字抱枕，开展文明婚俗宣传；村红白理事会全程监督服
务，确保仪式庄重有序。婚礼现场，新人郑重签订《“抵制恶俗婚
闹 倡树文明婚俗”倡议书》，村党支部书记同步签字监督，形成“新
人承诺、支部监督”的双向约束机制。这一纸承诺，既体现了新人对
文明婚俗的践行决心，也为杜绝恶俗婚闹筑牢防线。

梁堂镇全方位、多举措推广婚事新办理念，鼓励新人以低碳环保
婚礼践行绿色生活方式。从简约仪式到环保婚车，从文明承诺到多
方护航，文明婚俗正逐渐成为梁堂镇婚事中的主流选择，为乡村精神
文明建设注入新活力。

梁堂镇

文明婚俗让幸福轻装上阵

■ 本 报 记 者 王凯 闫振
本报通讯员 程宇

盛夏的阳谷县七级镇赵王河国有林
场处处绿草如茵。林场内的杏林生态养
殖有限公司，一个个标准化的池塘有序排
列，草丛里蹦蹦跳跳的蟾蜍映入眼帘，有
的在水坑里嬉戏，有的在岸边悠闲地吃
食。

“中华大蟾蜍俗称癞蛤蟆，是一种药
用价值很高的动物，蟾酥、干蟾皮、蟾衣、
蟾头等均为名贵药材，浑身是宝，非常适
合本地养殖。”该公司总经理李金刚介
绍。

在南方打拼了 18 年后，李金刚从广
东回到老家创业。2023 年春末，李金刚

开始大规模养殖蟾蜍。他利用林下土地
资源和林荫优势，在林地树行间模拟野生
环境，采用蝌蚪和幼蛙水陆集中精细化饲
养与中成龄蛙陆地放养的方式，进行蟾蜍
的生态养殖。

“蟾蜍是稀缺产品，市场需求量很
大。通过跟村集体、村民的合作，养殖
规模不断扩大，也带动了周边群众共同
致富。”李金刚说。目前在基地里务工
的村民有 48 人。“我家就在附近，年龄大
了也不能出去打工了，在这里工作一个
月能有三四千元收入，挺不错的。”村民
张广勤说。

值得关注的是，蟾蜍养殖还有助于森
林生态系统的恢复和稳定。李金刚介绍，
蟾蜍本身是害虫的克星，蟾蜍养殖的推

广，可大面积解决森林虫害问题，减少药
剂的使用，对维护生态平衡、减少土地污
染具有不可估量的生态效益。2024 年，
该基地被四部门联合认定为阳谷县中华
大蟾蜍生态养殖培育园区。

今年是李金刚大规模养殖蟾蜍的第
三年，养殖基地面积达 200 余亩，亩均养
殖蟾蜍 1.5 万只，是目前全省规模最大的
蟾蜍养殖基地。“一只蟾蜍平均20天出一
张蟾衣。预计今年蟾酥产量可达 150 公
斤，蟾衣 30 万张，蟾干 3 万斤。”李金刚介
绍，“预计 2026 年，蟾酥产量可达 300 公
斤，蟾衣 120 万张，蟾干 6 万斤。”目前，这
些蟾蜍制品供不应求。

可喜的是，这片林下蟾蜍养殖基地得
到了上海一家上市药业公司的青睐。李

金刚表示，企业即将派人来基地考察蟾蜍
闭环养殖过程。基于养殖的规范化、专业
化，他相信与这家上市企业“联姻”指日
可待。

“蟾蜍养殖属于冷门产业，专门研究
的人不多，我们掌握的养殖技术已经走在
了行业的前列。”李金刚说。

一 条“ 产 业 链 ”，就 是 一 条“ 致 富
带”。蟾蜍养殖投资小、收益高、见效快，
是一种新兴的养殖模式。在李金刚的带
动下，周边各村纷纷发展林下经济，培育
蟾蜍等特色养殖产业。七级镇党委副书
记董典聪表示：“我们通过以点带面，推
进生态养殖标准化、规模化、专业化、系
统化，在全镇范围内加快构建现代产业
体系，助力乡村振兴。”

李金刚：生态养殖 致富路宽

本报讯（记者 苏永乐 通讯员 潘晓寒 张汉松） 日前，冠县清
水镇后井寨村幸福食堂迎来了一份特殊的礼物——退休老教师曹培
华书写的《食堂颂》感谢信。这封信不仅为幸福食堂增添了浓浓暖
意，更见证了该食堂在服务老年群体、促进邻里和谐方面的重要作
用。

后井寨村幸福食堂自去年开办以来，已成为老年群体的温馨港
湾。食堂不仅提供营养可口的饭菜，还搭建起邻里交流的平台，让老
人们告别“做饭难、吃饭孤”的困境，真切感受到家的温暖。曹培华始
终心系村庄发展。他写的《食堂颂》，字里行间满是对幸福食堂惠民
举措的点赞，以及对邻里和睦、乡村和谐的美好期许。

近年来，清水镇深入践行县委“125”基层治理新体系，通过幸福
食堂建设实现“小切口”撬动“大治理”。目前，全镇33个村庄均建有
幸福食堂，累计接收捐款56.1万元，开餐310多次。同时，村庄12345
市民热线工单数量减少20%，初步形成了具有清水特色的基层治理
新模式。

清水镇

幸福食堂洋溢幸福味道

6 月 13 日，茌平区杜郎
口镇苇子元村村民驾驶农
机在标准大方田地里进行
玉米、大豆复合种植。

当下，茌平区农民正抢
抓时令节气，及时开展播
种、灌溉等农事活动，“铁
牛”机声隆隆，一片忙碌的
景象。

■ 本报通讯员 马林文

本报讯 （记者 任焕珍 通讯员 张
凯） 记者6月15日从东阿县刘集镇获悉，
该镇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积极探索农业发
展新路径，持续优化产业结构，聚焦“大
拱棚”经济，大力发展以蔬菜为主的种植
产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为乡村振兴注
入强劲动力。

走进刘集镇官庄新村的蔬菜大棚，一
垄垄绿油油的芹菜排列整齐，鲜嫩翠亮，
长势喜人。菜农赵学苓正忙着择菜、打
捆，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这茬芹菜
产量高、卖相好，一棚芹菜能卖四五千块
钱，比在外打工强多了。”赵学苓高兴地

说。
官庄新村通过盘活土地资源，已集中

连片发展大棚蔬菜种植 6000 余亩，主要
种植茄子、芹菜、菠菜、豆角等品种。随
着种植规模不断扩大，当地蔬菜的知名度
日益提升，吸引了众多客商前来采购。

“这批菜主要销往河北市场，很受消
费者欢迎。这里的蔬菜品质很好，是纯
绿色无公害产品。”蔬菜批发商陈玉路
说。

官庄新村蔬菜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
开村“两委”的大力支持。为带动村民增
收，该村以党建为引领，积极引导村民转

变农业生产方式，在土地流转、资金扶
持、技术培训等方面提供全方位保障，持
续擦亮“官庄蔬菜”特色品牌。

官庄新村村委委员任广才介绍：“村
里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村民发展
蔬菜种植，并与多家大型超市、农贸市场
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下一步，我们
计划整合资源，建设冷链物流设施，延长
蔬菜销售周期，同时发展农产品深加工产
业，让蔬菜大棚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支柱
产业。”

近年来，刘集镇紧扣产业纽带，通过
土地流转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积极发展

特色农产品种植，为乡村振兴奠定坚实产
业基础，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刘集镇农林水服务中心副主任黄猛
表示：“我们聚焦‘科技+产业’双轮驱动，
深入实施特色产业提质工程，全力构建

‘生产—加工—销售—服务’的全产业链
体系，推动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让‘小
特产’成长为‘大产业’，真正实现土地生
金、农民致富。”

如今，刘集镇的特色种植产业正成为
乡村振兴的“致富密码”，为当地农民铺
就了一条增收致富的新路子。

刘集镇

大棚经济鼓起群众钱袋子
本报讯（记者 姬翔） 6月16日，记者从临清市金郝庄镇获悉，

该镇将村企联建作为“党委书记抓基层党建突破项目”，选取栗官屯
村、新北村等作为首批示范村，探索“企业增效、集体增收、群众致富”
的村企联建发展路径。

栗官屯村联合山东迈威机械公司盘活500平方米闲置厂房，建成
日产1700斤的手工挂面生产线，开发菠菜面、胡萝卜面等6类产品，
吸纳20名村民就业，带动村集体增收25万元。新北村与三鑫酱菜厂
合作建设350亩荠菜、辣椒种植基地，通过“现摘现腌”直供体系降低
物流成本，通过“订单农业+产销融合”，年销售额预计突破 300 万
元。截至今年5月底，全镇已建成联建项目46个，促进村集体增收
100万元，带动500余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金郝庄镇以党建引领为核心，制定“一村一策”实施方案，打造出
“组织联建、产业联营、资源联用、要素联拓、市场联销”五联机制，推
动山东恒发卫生用品有限公司等57家企业与55个村结对联建，有效
破解资源碎片化、产业低端化、增收单一化难题。

针对闲置资源，金郝庄镇梳理出15亩闲置学校、荒废坑塘等存量
资产，通过“村集体出资产+企业投资金”模式，建设农产品集贸市场，
带动周边村民增收。对荒废坑塘实施生态修复，打造150亩世纪花园
农场，年接待研学团队10万人次，实现生态与经济效益双赢。

金郝庄镇

探索村企联建发展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