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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图 本报记者 赵艳君

7月15日一早，还没到上班的时间，纪
红娟就收拾整齐走进了自己负责的鸽
舍。捡拾鸽子蛋、清扫卫生、打开自动喂
料机……一连串熟练的操作之后，她又逐
一观察幼鸽的生长情况，就这样在忙碌中
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纪红娟是聊城华宝畜禽养殖场的一
名饲养员，这个位于东昌府区广平镇贾刘
村的养鸽场，如今已然成为山东省内最大
的肉鸽养殖基地，同时也是国内最大的

“米玛斯”肉鸽养殖基地。
“我们公司占地面积 150 余亩，现有

标准鸽舍 80 栋，设计存栏量 20 万只。现
在，一半左右的鸽舍实现了全自动化喂
料、清粪。”聊城华宝畜禽养殖场负责生
产的管理人员杨秀介绍，像纪红娟这样的
熟练工，一个人可以同时管理两栋鸽舍、
6000 只左右鸽子，每月收入可达万元以
上。

“前几天刚发了工资，这次到手又有
1 万多元。来这里上班三四年了，离家
近，又有这么高的工资，工作起来很带
劲。”纪红娟一边往饲料盒里添加饲料，
一边顺手挑拣出食槽里的羽毛，爽朗地笑
着说，“每次拿着高工资回家，说话的底

气都足了。”
聊城华宝畜禽养殖场建于2019年，现

存栏种鸽16万余只，年出栏商品鸽100万
只、鸽子蛋60万枚，年总产值3500万元左
右。“一只鸽子”如何实现千万元产值，助
力村民们发家致富？该养殖场负责人贾
国光聊起了自己的致富经。

“我们日常以销售种鸽和肉鸽为主，
大多销往北京、上海、江苏以及东北地
区，每只肉鸽最高售价在 20 元左右。作
为省级标准化示范场区，我们采用双母鸽
养殖与假蛋孵化技术，鸽子月产蛋量显著
提升。鸽蛋被誉为‘动物人参’，营养丰
富，售价约 6 元一枚。”贾国光说，鸽子全
身都是宝，除了销售种鸽、肉鸽外，还可
出售鸽子粪给有机化肥厂及大型农场。

“场区目前有90多名工人，大多来自附近
村镇。接下来，我们计划追加投资建设二
期项目，扩大养殖规模，吸纳更多村民务
工，不断拓展联农、带农、助农渠道，带动
更多村民发家致富。”

“这个养殖基地起步发展迅速，市场
前景广阔。我们以此为契机，在产业体系
构建上，打造‘三基地一园区’核心架构，
发挥华宝畜禽、桂柳鹅业、金玉粮源和山
东融川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西甜瓜技术产
研院龙头带动作用，以‘龙头企业+基地+

农户’模式，积极培育‘一村一品’特色产
业，带动农户增收致富。”东昌府区广平
镇副镇长韩霜霜介绍，该镇将继续紧扣农

业现代化的发展目标，深挖资源潜力，创
新发展模式，推动农业产业实现高质量发
展。

乡村飞出致富鸽

7 月 11 日，茌平区国
有苗圃蚂蚱养殖基地，工
人在采收蚂蚱成虫，准备
销往全国各地。

近年来，茌平区不断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积极
引导农民发展蚂蚱、金
蝉、鸵鸟等特色养殖产
业，让更多土特产成为农
民致富的“金招牌”，有效
带动农民增收，为乡村振
兴注入新活力。
■ 本报通讯员 马红坤

彭月勇

■ 本 报 记 者 钟伟
本报通讯员 刘怀宇 徐晓帆

“叶片发黄别急着追肥，先看棚里的
湿度计！”7月14日，在阳谷县十五里园镇
蔬菜种植示范区，“田秀才”党安举的“大
棚管家课”人气十足。从精准调控温湿
度的“呼吸节奏”，到茬口科学衔接的“时
间表”，再到水肥一体化的“营养餐”，党
安举的“土办法”里，藏着降本增收的“硬
科技”。今年，在他的全程指导下，蔬菜
大棚病虫害发生率下降了三成，亩均效
益提升超千元。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十五里园
镇以新农村业校为载体，依托“田秀才”
农技推广队伍，聚焦大棚蔬菜种植、优质
麦种推广、樱桃栽培三大领域，通过实用
技术传授与经验分享，为乡村产业振兴
注入强劲动力。

从春耕到夏管，十五里园镇乡间活
力迸发，不仅在蔬菜大棚开出了“科技
处 方 ”，还 在 麦 田 边 推 广 着“ 良 种 良
法”。孟堤口村种粮大户姬传平是“田
秀才”队伍中的“麦专家”。他常说：“好
种子必须配好方法，否则就浪费了这

‘金种子’。”他重点推广优质强筋麦种

“中麦 578”，并用通俗易懂的顺口溜传
授核心技术，同时配套推广精量播种等
良法。经他指导的示范田，今年亩产达
1400多斤，让农户真切感受到“良种+良
法”的叠加效益。

新农村业校的课堂不讲深奥理论，
传授的都是种植能手的实战经验。玄庄
村樱桃园中，“田秀才”李献明被果农们
团团围住。他手中的修剪刀上下翻飞，
边演示矮化密植技巧边传授心得。针对
果农普遍担忧的坐果率低问题，他将多
年经验总结成口诀搬进课堂，并连续在
果园蹲点指导20天。如今，经他指导的

樱桃园亩产显著提升，果形匀称、糖度
高，每斤售价比往年高出1元，真正实现
了优质优价。

“新农村业校把田间经验变成教学
案例，真正将论文写在大地上，让技术推
广接地气、有实效。”十五里园镇党委书
记高传振表示，该镇将持续完善“土专
家”“田秀才”激励机制，加大政策扶持与
服务配套力度，推动更多源于实践的“泥
土智慧”转化为打通农技推广“最后一公
里”的金钥匙，让科技兴农的种子结出丰
硕果实。

业校搭台“田秀才”唱戏
——十五里园镇打通农技推广“最后一公里”

本报讯（记者 李政哲 通讯员 庞金秋）7月10日—13日，东昌
府区道口铺街道举办首届“e路同行、欢迎来道”电商大赛。这场为期
四天的赛事吸引了众多电商从业者参与，通过短视频创作和直播带
货两大竞技项目，全方位展示道口铺的特色文旅资源。

赛事紧扣乡村振兴主题，19 位获奖选手在激烈角逐中脱颖而
出。短视频赛道，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匠心工艺、乡村美景的动人画
面被精彩呈现；直播赛道，主播们妙语连珠推介本地特产，吸引众多
网友在线关注。“通过深度探访非遗工坊，我发现了道口铺镇深厚的
文化底蕴，期待未来能长期合作推广。”来自阳谷的“网红”博主赵秀
民在获奖后高兴地说。

此次活动创新采用“节庆+赛事”模式，既为本土电商人才搭建了
展示平台，又提升了地区知名度，让非遗文化、特色产业借助互联网

“破圈”传播，有效带动了当地特色产品销售。
道口铺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张广烈表示，该街道将以此次活动为

契机，持续完善电商人才培养机制，计划建立获奖选手资源库，推动
数字经济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道口铺街道举办电商大赛

本报讯（记者 王军豪） 记者7月14日从茌平区杨官屯乡了解
到，该乡坚持把理论学习中心组作为领导干部学习的重要形式，以上
率下，推动理论学习常态化、制度化、实效化。

该乡坚持以政治学习为根本，制订详细的年度学习计划，聚焦上
级重大决策部署和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开展中心组学习，并结合
重要时间节点、政策更新以及乡镇实际工作中面临的问题，灵活调整
学习安排，确保学习内容既全面系统又具有针对性。为进一步建立
乡村人才队伍，乡党委深入研究人才问题，围绕构建乡土人才“引、
育、用”发展链条，着力培育一批参与乡村振兴、服务乡村振兴的“新
农人”，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人才“活水”。对相关内容，按
照上级学习要求，第一时间组织开展学习，做到重点内容及时学跟进
学。中心组成员及时了解掌握学习内容，认真撰写研讨交流材料，形
成注重政治理论学习的良好学风。创新采取“理论学习+现场教学”

“理论学习+视频教学”等方式，组织党员干部赴聊城市廉政教育馆参
观学习，通过现场观看警示视频、案例，以案促改，推动党员干部作风
转变，确保“规定动作”到位、“自选动作”出彩。

注重学习成果转化。该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坚持学以致
用、学用结合，有效破除经济社会发展障碍。今年以来，杨官屯乡党
委结合本乡产业实际，科学谋划，指导滨城新村党委以大蒜产业发展
为核心，整合村集体资产资源，组建新村共富公司，以“党委+共富公
司+合作社+农户”模式推进大蒜交易市场建设，带领村民推广大蒜
种植、建设大蒜市场、发展大蒜仓储，将组织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动
能。

杨官屯乡

推动理论学习常态化

本报讯（记者 吕晓磊 通讯员 程
源） 7 月 15 日，记者从临清市尚店镇了
解到，该镇通过发展“三物融合、绿色循
环”模式，获评山东省第二批“省级衔接
乡村振兴集中推进区”。这一创新模式
将动物、植物、菌物三大产业有机结合，
形成循环经济产业链，带动当地农民增
收致富，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复制的发
展经验。

“三物融合”即依托特色畜牧、苗木

种植、菌菇培育三大产业，构建“种养循
环、全链增值”体系。在畜牧产业领域，
尚店镇聚焦“两头牛”（肉牛、奶牛），建成
从饲草种植到餐饮销售的全产业链集
群。其中，乳泰牧业突破黑牛胚胎奶牛
培育技术，实现“两头牛”产业有机结合；
君博食品的“运河黑牛”雪花牛肉，最高
等级每斤售价千元以上，年带动千余农
户增收。山东英诺农牧科技的入驻，更
让该镇成为国内第五家高产蛋鸡育种基

地，形成“一头牛带活一条链，一群鸡富
了一个村”的格局。

苗木种植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
抓手，以前宅科村为核心建成鲁西北最
大速生杨基地，面积近2000亩。通过研
发无絮杨品种、叠加社会保险机制，有
效降低市场风险，推动苗木产业从“单
一种植”向“全链增值”转型。菌菇产业
则创新“智能方舱+庭院经济”模式，司
洼村利用废旧集装箱改造金耳种植方

舱，单舱年净收益超10万元；128个平菇
大棚年产 6310 吨，凌晨采摘、冷链运输
确保 24 小时直达餐桌，畅销山东、河南
等地。

目前，“三物融合”模式已带动300余
人就业，年增加农民收入150万元。“下一
步，我们计划扩建200个金耳方舱，推行

‘村集体运营+农户承包’模式，让绿色循
环经济惠及更多群众。”尚店镇党委副书
记王连国说。

尚店镇

“三物融合”实现绿色循环

本报讯（记者 陈彩红 通讯员 曹清蕾）7月10日，冠县清泉街
道联合公安、消防、市场监管、文旅、应急和综合执法等部门，对辖区
网吧、台球厅等未成年人易聚集场所以及119所校外培训机构开展突
击检查，严查违规接纳未成年人行为及消防、治安隐患。

近期，该街道组织辖区 40 余所中小学、幼儿园利用暑期“窗口
期”，进行“地毯式”排查整治，确保秋季开学前各类隐患动态清零。

在水域安全防范方面，该街道严格对照“四个一”标准，对辖区所
有水域进行拉网式排查整治，累计设置警示牌60个、配备救生圈34
个、竹竿31根、绳索28条。由街道工作人员、社区网格员、党员和志
愿者组成的巡逻队身着“红袖标”上岗值守，重点加强午后、傍晚及夜
间等时段的巡查力度，及时劝离近水嬉戏学生。各社区（村）充分利
用宣传栏、电子屏、大喇叭等，高频次宣传安全知识，网格员、村干部
深入住户走访摸排，对留守儿童等重点群体建立专门台账，落实街道
干部、学校教师和志愿者“三包一”措施，确保重点人群监护无遗漏。

该街道坚持线上线下协同发力，依托203个反诈微信群和网格
群，高频推送居家用电、电信诈骗、沉迷网游等短视频，组织网格员、
社区民警和物业联动，通过入户提醒、发放明白纸等提升居民安全意
识，营造人人参与的浓厚氛围。

清泉街道

织密暑期学生安全防护网

本报讯（记者 刘敏） 7月16日，记者从东昌府区侯营镇了解到，
近年来，该镇坚持以党建引领农文旅深度融合，通过激活红色引擎、创新
产业模式、挖掘文化内涵，走出了一条具有地方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该镇党委创新“党支部+合作社+农户”模式，统筹规划徐楼村闲
置院落资源，动员群众腾退闲置院落5处，打造“伴水居”“拾光居”等
特色民宿集群。党员骨干带头参与设计，将石磨体验、手绘葫芦等非
遗项目融入住宿服务，形成“住民宿、游周边、享文化”的复合消费模
式，推动“美丽资源”向“美丽经济”转化。目前，徐楼村已成为“村游”
热门网红打卡地，特色民宿及文旅活动带动集体增收4万元。

自然教育研学路线亮点纷呈。该镇聚焦亲子需求，组织党员骨
干联合红色教育家、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将红色文化、民俗元素融入
课程，编制5条以徐楼葡萄、老鸦陈“樱莓”等为特色的自然教育研学
路线。党员志愿者全程参与组织、讲解与安全保障，推出四季采摘、
非遗传承等体验活动，实现“全域覆盖、全季运营”，为乡村文旅注入
活力。

党群聚力深挖民俗文化内涵，让乡村旅游更具吸引力。该镇各
级党组织发动党员群众梳理本地文化资源，打造民俗生活体验庭院、
葡萄采摘园、石磨工坊等场景。2024年以来，镇党委和徐楼村党支部
策划举办油葵节、葡萄节、首届青年音乐节等活动，党员化身策划员、
宣传员，吸引15万游客体验。随着“徐楼之上 向阳生长”文旅品牌的
打响，农家乐餐饮及“后备箱经济”带动周边6个村销售农产品30余
万元，村集体增收6万元。

侯营镇

农文旅融合闯新路

工作人员展示养殖的肉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