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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昌洪凯

8月7日10时，纪台镇前老村，4位老人在
新修建的小广场乘凉。特意保留下来的老槐
树，为他们撑起一片绿荫。“原来这里是一个
大垃圾坑，苍蝇蚊子乱飞，气味难闻，没谁愿
意在这里玩。”家与广场一墙之隔的77岁的张
玉梅说，“现在，村里变得都不敢认了。”

“简直是天翻地覆的变化，现在晚上打球
的、跳舞的、扭秧歌的人很多。”81岁的刘晴
明说。

去年8月，寿光成为我省首批“美丽乡
村”建设试点县，选定纪台镇和洛城街道，共
9个村分片实施，前老村是其中之一。“把改
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让群众看到实实在在的变化。”寿光市农
业综合开发办公室主任张玉娥说。

环境改善，村村优美

门两旁围着栅栏的花圃中，月季花正在盛
开，新栽的核桃树亭亭玉立。门前是硬化的水
泥地，还有太阳能路灯。每每看到这些，纪台
镇后曹村的张秋霞就心情愉悦，“出门再也不
用踩泥了，真的没想到这么好。”

5岁的明明格外开心，这些水泥地成了他
和小伙伴们玩滑板的好地方。墙上粉刷的长
城、丰收图、稚子嬉戏图等墙画，也让明明对
绘画产生了兴趣。

“路灯亮了，广场有了，绿化美了。在我
们犯难时，美丽乡村项目及时帮了我们一
把。”堠子坡村党支部书记孟庆欣说，当时村
民刚刚住上了楼，但绿化、路灯、休闲等配套
设施村里已经无能为力。借着美丽乡村建设，

这些问题都得到了解决。
“现在幼儿园、幸福院、小广场、超市都

有了。”孟庆欣说。
洛城街道王家疃村，闲置的水沟填平后改

成小公园。所有胡同水泥硬化，并铺设了排水
管道，路边的空地上都种上了三叶草。60岁的
刘凤娥说：“很干净，知足了。”

“建设美丽乡村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大力推
进‘环境提升工程’，强化生态建设，实现村
村优美。”张玉娥称。

产业支撑，各有特色

8月7日，正是蔬菜大棚闷棚时节，纪台镇远
水村张华东坐在村边干净的道路上，正和几位
村民闲聊。“我种了2个大棚，今年比去年多收入
1万多元。”张华东说，村里组建了专业化收购公
司，打响了长茄品牌，每公斤售价增加了0 . 6元。
仅这一项，就让全体村民增收过百万元。

今年，纪台镇玉皇庙村张新城的收入也有
增加。他的大棚在去年用上了沼肥。“茄子的
产量、品质都上去了，1公斤能多卖4毛钱。”
张新城说，使用沼肥缓解了土壤板结，茄子也
没患过病虫害。

张新城使用的沼肥是玉皇庙村去年引进的
沼肥能源项目。该项目有1个储存池，2个地上
沼气池和2个地下沼气池，容积共500立方米。
沼肥用牛粪做引子，投料后，经厌氧发酵30天
后出料。原料主要来自周边3公里内的大棚垃
圾、养殖场粪便以及农户家庭粪便。

“不仅消除了大棚垃圾，还能满足附近
100个蔬菜大棚追加气肥需要和1000个蔬菜大
棚生物菌沼液肥需要，可发展10家农民专业合
作社，扶持2个家庭农场。”玉皇庙村党支部
书记张明礼说，项目还能帮助农民每年实现增
收节支800万元，同时提供20多个就业岗位。

洛城农发公司投资1000万元，建设了绿园
农庄项目。堠子坡村投资1100万元，开发1万

平方米的沿街商住楼，吸引了诸多商户入驻，
也方便了百姓生活。

“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寿光大力推进
‘产业提升工程’，强化产业带动，提升农民
生活水平，实现村村有特色。”张玉娥说。

素质提高，村庄和谐

“村民没有打架的了，和父母的关系也好
了。老年人没心事了，时常拿着包包去超市买
东西，不像农村人了。”孟庆欣说，村庄美
了，村民的素质提高了，村里变得和谐了。

“以前村里的矛盾多数和宅基地、排水沟
有关。现在都住上楼了，再也不会为这些事闹
矛盾了。”堠子坡村民张国栋说。

玉皇庙新村社区，功能配套齐全，健身广
场、图书室一应俱全。洛城街道王家疃村的小
广场，每到傍晚就成为欢乐的舞台。60岁的刘
春娥说：“现在不愁吃不愁穿，跳舞活动活动
身体才好。”

“在治理好农村卫生环境的同时，我们更
关注百姓的精神生活。”洛城街道办副主任刘
文喜说。

在洛城街道的美丽乡村建设中，从项目规
划、工程招投标到项目建设的每一个步骤，全
部公开，整个过程由群众监督运作。对照洛城
街道网上阳光村务监督平台上公开的美丽乡村
内容，牟东村党支部书记甄金福逐项检查，每
完成一项，就在本子上划去一项。还未完成
的，他详细制订出完成的期限和目标。

“和群众承诺了，就要把工作做好，全村
500多双眼睛都在盯着，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马
虎。”甄金福说。

王疃村村民刘安启最关注的是“蔬菜病虫
害远程诊断平台”建设。他说：“以后有了这个平
台，自己大棚里蔬菜有了啥毛病，采下一片叶子
就能通过平台让蔬菜专家会诊。不用多跑路，还
能找到专家，这个平台帮了老百姓的大忙。”

寿光“美丽乡村”建设试点一年，群众看到实实在在的变化———

乡村巨变

□ 本报记者 郭继伟

“小时候，伙伴们都在外面开心地打
闹，我就一个人在家画画。我觉得，画画跟
在大街上玩耍一样开心。”从小就爱画画的
孙立这样描述自己当年的课外时光。

上小学时，孙立爱看电影海报，学着画
里面的女明星，刘晓庆、张瑜等都是她绘画
的对象。母亲把她画的画儿贴在墙上，看见
的人都夸奖，这些鼓励坚定了她画画的决
心。

“母亲是个心灵手巧的人，剪的燕子、
喜字、衣服上的花儿都栩栩如生，还经常拿
出去卖。我可能是遗传了她的艺术基因。”
孙立说。

1986年，孙立考取潍坊教育学院美术

系。1992年，她调动工作到了寿光市文化
馆。文化馆的女同事大多擅长舞蹈、音乐
等，在办公室相对清闲。“当时，有个同事
问我，为什么要画画劳累自己，还把办公室
弄得又乱又脏。这句话刺激了我，之后的5
年时间里，我基本放弃了自己的专业，开始
追逐华丽的服装、旅游、逛商场，一副不求
上进的模样。”孙立回忆。

消沉过一段时间后，1998年孙立考取山
东师范大学美术系，重新回到校园。“张望
是我当时的任课老师，他的一幅作品是画一
个卧床休息的女子，画面传神，还参加了全
国美展。这幅画对我震动很大，我决心重新
拿起画笔，追寻自己的梦想。”孙立说。

2005年，孙立的《菜乡情韵》在第二届
全国“菜乡情中国画展”中获得优秀奖。孙
立介绍，《菜乡情韵》画的是一个年轻少
女，背景是大片红南瓜，一个南瓜叶用作少
女的草帽，希望带给人生机勃勃的感觉。

对这幅画，孙立的爱人杨其德印象颇
深。“白描稿打出来后，没想好给人物穿什
么颜色的衣服。这个问题让她纠结了两三
天，在沙发上翻来覆去。后来反复画了5张
小草稿，不断推敲，最后才确定了灰绿色马
甲、白袖子、黑裙子。”杨其德告诉记者。

陆陆续续用了一年的时间，孙立的《菜
乡情韵》才完成，但在裱画的时候又出了问
题。“画画时我用的是自己的画布，用的胶
少矾多。裱的时候，颜色跟着矾的脱落掉
了，结果少女的脸‘花’了。但交画的时间
快到了，急得我对着画直哭，哭完又拿起画
笔改。一开始有些手忙脚乱，根本改不出
来，慢慢静下心来，才把它改好。”孙立
说，经过这个波折后，整幅画的颜色更柔和

了、层次也更多了。
2012年，孙立成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

员、中国工笔画学会会员，编入了《中国美
术家协会会员辞典》，同年到中国人民大学
孙其峰工作室学习。今年，孙立打算到中央
美院跟苏百钧教授学习，重点学习工笔画。
像其他同事一样，寿光文化馆业务馆长张立
军也很好奇：孙立何以对绘画保持这么高的
热情？

孙立告诉记者，她原来主要是写意画，
追求气韵，今后她想追求一种氛围，将工笔
与写意结合起来，在画里找到灵魂的栖息
地。她的梦想就是把内心里美好的画面表达
出来，但自己的工笔还不到位。

“我想表达的内容很多。如果能活200
岁，或许才能实现自己的绘画梦想。所以
说，画画虽然是我的天赋，但自己必须争分
夺秒，尽量多创作，才会少些遗憾。”孙立
说，“我时常出去采风，西双版纳、北京郊
区的农村，甚至单位楼下花园里的竹子，都
是我创作的灵感来源。”

在追求梦想的同时，孙立也在帮助身边
的人。纪台镇的刘凤英是个农民画家，2001
年，经朋友介绍，她来到孙立家请教切磋。
“孙立的画大气、灵动、不纠结。我已经拜
她为师了，主要跟她学画牡丹。孙立指导我
绘画过程中的行笔、速度、点线面的关系
等。现在，我已经是潍坊市美协的会员
了。”刘凤英说。

□ 本报记者 郑颖雪 戴玉亮

“纪台黄桃跟其他桃子不同，它带点儿酸
头，一口咬下去果肉有点钝，有嚼头。纪台黄桃
不仅口感好，还特别适合做成罐头。”在寿光市
纪台镇吕三村的黄桃园里，村民吕凡坤告诉记
者。

8月2日，吕凡坤的桃园里，枝杈纵横的枝条
上挂满了泛红的桃子，伴着阵阵果香，吕凡坤和
老伴正在忙着摘桃。“现在黄桃已经大量上市
了，村里到处是过来收购黄桃的客商和从城里来
买桃的人。”吕凡坤说。

吕凡坤种着6亩桃园，好的年景，平均每亩
能收桃4000公斤，一年下来桃园纯收入能达5万
元。“桃树栽上，3年才见果，4年才能摘桃。”
吕凡坤说。

纪台黄桃品质优，主要是由于它独特的地理
位置。弥河沿岸，土壤砂质，水源充足，因此所
产黄桃个大，味甜，形如牛心，单果有的重达半
斤。果肉呈黄色，酸甜适中，富含人体所需维生
素C等，有一定食疗作用。纪台黄桃还有个最大
特点，就是耐储运，是浙京沪等客商的抢手货，
适宜做罐头、果脯等食品。

早在三四千年前，黄桃就已经出现，至秦汉
时期，勤劳的中国人培育出了不同品种的黄桃，
又经过两千年的发展，才有了如今我们吃到的黄
桃。现在，整个吕家庄几乎家家户户种黄桃，
80%以上的村民家里有黄桃园。

吕四村村民吕海平，今年28岁，已从事黄桃
种植十多年了，现在管理着十多亩桃园。“只要
好好侍弄，产量高的时候每亩能产4000公斤，差
的时候也有3000公斤以上。”吕海平告诉记者。

在吕四村，大货车停满了整个村子，黄桃被
一车车拉走，卖到全国各地。村民吕玉华从事黄
桃代收工作13年了，每到这时候都忙得团团转。
“一天能收四五万公斤呢，一年里头就集中在这
15天左右，主要卖到莱阳、广饶等地，远的能到
全国各地。”吕玉华说。

说起黄桃的吃法，最独特的当属做成罐头，
吕家庄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制作罐头。“我们做黄
桃罐头，主要用来自己吃或是送亲戚。现在城里
有不少人来我们村买黄桃，自己做罐头。等到了
冬天，甜滋滋的黄桃罐头拿出来，非常爽口。”
吕凡坤说。

对黄桃罐头的制作，53岁的吕凡坤可谓经验
丰富。首先要准备好玻璃瓶子，然后选择8成熟
的黄桃洗净削皮，从中间切开取出桃核，切块作
准备。放两汤勺绵白糖在罐头瓶里，将切好的黄
桃放入，塞紧。放好桃后，把瓶子里放入凉水，
拧上罐头盖，不要拧紧，然后放在锅里煮或者
蒸，开锅后大约15分钟即可。

“最后打开锅盖，用湿毛巾垫着手，趁着热
气，把瓶盖拧紧，一瓶黄桃罐头就算做好了。密
封严实，可以保存一年。“吕凡坤说，“做黄桃
罐头是一个很费时费力的活，最好是一家人齐心
协力，这样一天之内才能做完。如果觉得自己做
很麻烦，或者做不好，也可以去村民家购买，一
般哪家都会留一些。”

为了增加村民收入，保证黄桃生产销路和价
格的稳定，纪台镇帮助黄桃种植户成立了农民专
业合作社，注册了“弥金”商标，大量加工黄桃
罐头。如今，“弥金”牌黄桃罐头畅销国内外。

近年来，纪台镇发挥紧临弥河的资源优势，
引导沿弥河滩的邻近村庄吕家庄4个村发展黄桃
特色种植，并逐渐扩大种植规模，规划建设了
“万亩黄桃生产基地”，全镇黄桃种植面积已达
15000多亩。该镇还连续举办了黄桃文化艺术
节，吸引众多游客和客商前来，带动了当地经济
的快速增长。

纪台黄桃：弥河岸边的金果子

孙立：争分夺秒圆绘画梦

■寿光好味道

□ 本报记者 郭继伟

“8月5日晚上，我刚带着广场舞队参加了在人
民广场举行的寿光市文明之夏群众文艺大汇演。7
日、8日两天又带着广场舞队、锣鼓队在街道茶城
进行了两场演出。最近活动很多，但队员们都很
积极。”聊起社区的演出队，寿光市文家街道菜
都社区分管文化的负责人孙秋霞就打开了话匣
子。

菜都社区的广场舞队正式演出成员有十多个，
51岁的张爱英是最早出来跳的，也是广场舞队的队
长。

说起跳广场舞，张爱英告诉记者：“开始跳的
时候，就是为了减肥。我是搞运输的，时间比较自
由，但那时社区没人跳，我也不会，也不想去，最
后还是家人硬把我送到广场上的。后来就跟着网络
学习，学会后再教别人，差不多天天去。”

据菜都社区党支部书记桑红军介绍，2010年文
家街道菜都社区成立，社区里设有3处广场，每个
大约200平方米，村民们大部分在这里健身娱乐。
2012年7月，菜都社区全部土地进行了流转，以前
种地的村民们都出去打工或自己做买卖了，业余时
间多了，老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开始丰富多彩起
来。

“虽然广场舞队正式参加演出的不多，但是跟
着学、跟着跳的有好几十人，多的时候能接近100
人。”桑红军说。

2011年，菜都社区成立了广场舞队和锣鼓队，
其中锣鼓队有16人，大部分成员都年龄偏大。63岁
的桑旭东是锣鼓队的队长，年轻时就爱好表演。
“原来村里有京剧队，但是龙套都没了，成员年纪
也大了，没人唱，就断了。2011年，我们开始发展
锣鼓队。刚开始有2个鼓，现在有6个大鼓了。”桑
旭东说。

孙秋霞告诉记者，虽然锣鼓队成员的年龄都不
小，但参加节目从来都不落下。每年元宵节、街道
组织的锣鼓比赛、林海生态博览园组织的锣鼓大
赛、菜博会、社区附近的茶城开业、茶博会，他们
都去参加，还吸引了不少年轻人跟着学习锣鼓表
演。

休闲娱乐的同时，2011年菜都社区建设了文化
书屋，有1 . 5万册藏书，其中社区自己藏书5000
册，寿光市文化馆提供1万册，涉及农业、工业、
商业、文化、卫生等各个方面。

桑守亮大爷是社区文化书屋的常客，经常借
书。“在这里，借书、还书都是通过电脑设备，带
着免费办理的借书卡扫描就可以了，很方便。土地
流转之前，我主要借种植、养殖类的图书看，现在
就常看一些文学、历史方面的书。书最多可以借一
个月的时间，而且这里跟寿光市的图书馆是联网
的，这里借书别的图书馆也可以还。”桑守亮告诉
记者。

2013年，菜都社区被评为寿光文化建设先进社
区。

□ 本报记者 郑颖雪

“我们村地处寿光市西北角，人员比较混杂，
所以安全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从2011年起，村里
就花大力气进行安全保卫工作。”8月1日，寿光市
台头镇三座楼村党支部书记刘瑞祥说。

三座楼村共700户2610口人，村民除从事农业
生产外，还开办了多个企业。“我们村有三四十家
私营企业，如轮胎厂等。企业多了，带动村民就业
致富，但同时也吸引了许多外来打工人员，造成了
一定的安全隐患。”刘瑞祥说。

为了解决流动人口多，人员复杂的问题，三座
楼村与派出所合作，对村内所有外来人口进行登
记。“主要是身份证号和手机号，村委人员会定期
去找他们回访做工作，宣传村里的村规民约，让他
们自律，配合村里工作。”三座楼村治保主任刘汝
恩说。

“这样一来，减少了村里小偷小摸的情况，村
民都很满意。”刘瑞祥说。

“以前乱七八糟的人很多，偶尔有谁家东西就
丢了。2011年开始登记外来人口，加强管理以后，
这种情况就没大听说了。”三座楼村民张爱梅说。

在刘瑞祥看来，三座楼村能保持平安稳定，最
重要的还是群防群治。“我们有规范的村规民约，
经常在大喇叭里播放，提醒村民注意自己的生命财
产安全，警钟长鸣。村里还有季节性专业队伍，进
行治安联防工作。”刘瑞祥告诉记者。

刘汝恩具体负责村里的治安联防工作。“我们
联防队一到农闲的时候，春节前后，就开始在村里
宣传，每组6到8个人，走街串巷地给村民们讲解各
类防盗知识。”刘汝恩说。

不仅如此，逢年过节，治安联防队会组织专人
进行巡逻。村里配备手电筒、警棍等，巡逻到夜间
12点，村两委成员轮流值班，发现问题现场处理。
“这样一来，村民家庭被盗的情况就几乎没有
了。”刘汝恩说。

三座楼还安装了15个摄像头，所有的大街路口
都有监控，一旦出现问题，立刻能调取录像。“刚
安装摄像头的时候，村里有人在墙上贴小字报，查
了录像后，马上就把这个村民找出来了。虽然没怎
么处理这件事儿，但很快摄像头的作用就在村民中
传开了，对不良分子起了很大的威慑作用。”刘瑞
祥说。

“全村都在摄像头监控下，还经常有人巡逻，
我们都感觉很安心。”村民刘效祥说。

由于村内企业多，尤其是有橡胶企业，容易产
生火灾隐患，三座楼村两委定期组织检查各企业防
火设施，并清除了村内柴草堆，经常在喇叭上宣传
防火知识，至今未发生过一起火灾事故。

2013年，三座楼村被评为寿光平安建设先进
村。

三座楼村：

群防群治保平安

菜都社区：

业余生活娱乐多

美美丽丽乡乡村村巡巡礼礼

□石如宽
报道

纪台镇远
水村美丽的墙
画。

图为果农在采摘
黄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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