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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韩明云

走进寿光市洛城街道林家村，但见街道两
旁绿树成荫，大街小巷整洁有序，文化墙上绘
着中国梦与核心价值观等相关内容。

截至目前，洛城街道118个村中已有104个
村，像林家村一样达到美丽乡村标准。

“目前，美丽乡村建设共硬化大街小巷总
长度486公里，修建排水沟196公里，新建文化
广场132处，新上健身器材1086套，新建文化墙
223处，安装路灯2870盏，清理乱搭乱建1480
处，绿化面积4 . 2万平方米。”分管美丽乡村建
设工作的洛城街道人大工作室主任张成生说。

据了解，建设美丽乡村，洛城街道已经投
入资金8600万元。其中，群众及社会各界捐款
3200多万元。

失明老人捐款1000元

今年3月12日，是林家村原定的美丽乡村
建设集中捐款日。3月11日上午，双目失明的
李之光，拄着盲杖来到村委办公室，捐款1000
元。“李之光独身一人生活，以低保为生，每
一分钱都来得不容易。我们不要他的捐款，但
他硬生生地留下了。”林家村党支部书记郎守
松说。

林家村困难党员刘同仁，春节前儿媳因病
医治无效去世，花去巨额医药费不说，还撇下
了两个孩子，家里十分困难。但刘同仁个人以
党员身份捐款1000元，家里其他成员捐款3500
元。76岁的老党员刁世昌，半身不遂，卧病在
床，捐款600元。退休干部靖长福托儿子捎来1
万元，郎守明一家捐款8000元，全家远在济南
的刘同庆捐款6000元，在村里做木材加工生意
的留吕村孙长德捐款1万元。

一天时间，林家这个只有200户、710口人
的村，群众捐款近50万元。

柴家村建设美丽乡村的消息一发出，群众
就涌现捐款热潮。在济南做生意的袁武杰、
袁文杰兄弟二人首先捐款10万元。在外工作
的杨金明、杨金辉、杨秀美兄妹3人，每人捐
款1万元。在北京工作的退休干部杨公之听到
消息，托人带来1万元。79岁的陈桂芬，两个
儿子因病离世，一人靠低保生活。当她拿出
600元捐款时，大伙都劝她不用捐，她哭着把
钱放到办公桌上：“人家都捐款，为啥不要
俺的，俺是柴家的一份子，俺也要尽尽心
啊。”

柴家村主任袁洪洋说：“在外人员捐款30
多万元，村民捐款50多万元，共收到捐款81 . 6
万元。”

郎守松说：“没想到老百姓这么认同美丽
乡村建设。”

村民自愿当修路总指挥

“富裕起来的群众对精神文明的追求，成
为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洛城街道
党委书记马焕军说。

在郎家村采访，村民屡屡提及郎需顺、郎
益彬和郎需华。“3条环村路、2条大街、14条
巷子，2 . 4万平方米的硬化面积，所需混凝土村
里没花钱，都是从事建筑业的村民郎需顺捐助
的，价值20多万元。”郎家村村主任郎丰相告
诉记者。

郎益彬和郎需华，一直从事建筑行业。在
美丽乡村建设中，他们自愿担任修路总指挥。
两人除了每人捐款3万元外，还承诺村里建设
美丽乡村的非生产性开支，全部由他俩负责，
不用村集体花一分钱。为了建美丽乡村，郎益
彬特地从潍坊搬回老家居住。在南京的儿子邀
请郎益彬去旅游，郎益彬回复儿子：“咱村的
路没修完，我哪里也不去。”

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许多群众把村里
的事当自己的事来做，开工不设障碍，投工不
计报酬。东斟灌村村主任李春祥说：“群众把
捐款修路作为一种荣耀，这体现了党组织的凝
聚力和向心力，体现了在外人员对家乡的牵
挂，体现了干部群众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正
能量。”

美丽乡村复苏乡土精神

58岁的李爱荣一家住在郎家村西北角，过
去出行不便。当平坦的环村路修到门口，李爱
荣连夜写出一首长诗。她说：“没想到街道来
把美丽乡村建，没想到干部群众把钱捐，没想
到爱心的人们捐钱捐料作贡献，没想到这么大
的工程老少爷们自己干。”

西高湛村的韩秀香说：“俺村里的干部特
别好，集体收入全用在修路上，现在大街小巷
全硬化了。我和儿媳妇说，以后你回家，穿着
高跟鞋也不怕崴脚了。”

“通过美丽乡村建设，带动全街道环境卫
生大整治。今日洛城，3万户村民房前屋后无
不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美丽乡村建设，带来
了农村面貌质的飞跃。”张成生说。

“从洛城群众建设美丽乡村的行动中，我
们看到了乡土精神重塑的希望。仓禀实而知礼
节，富裕起来的洛城人，渴望精神层次的提
高。借助美丽乡村建设的契机，他们选择从改
变身边环境做起，追求更能体现自身价值的方
向。而这种主动选择，正是乡土精神复苏的坚
实根基。”马焕军说。

据了解，明年洛城街道118个村将全部达
到美丽乡村标准。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群众及社会各界捐款3200多万元，洛城———

建美丽乡村，老少爷们齐上阵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百善之首，以孝为先。”“不贤难入
世，不孝难为人。”“财从舍上得，福自孝
上积。”寿光市洛城街道官桥村南北和东西
中心大街的展板上，随处可见这样的孝道标
语。

去年，官桥村投资15万元，制作89块孝
道文化展板，内容包括二十四孝、弟子规、
劝善歌等。

行走在官桥村，听到几个少年正唱《官
桥励志文》。内容大致是：“我在官桥，谨
记奉行，百善孝先，家和业兴。孝敬父母，
兄友弟恭，勤劳致富，做人本分。代人之
劳，成人之美，恪守诚信，和睦邻里。有暇
静坐，常思己过，每每闲谈，莫论人非。孝
悌传家，公心待人，互相帮助，敬老扶贫。
诸恶莫做，众善奉行，感恩祖国，报效乡
民。”

15岁的刘子硕说：“每天经过都看一
遍，早就记在心里了。”

“让村民天天看，对孝道和传统文化慢
慢有了理解，从而在全村形成尊老爱幼的美
好品德。”官桥村党支部书记王平说。

今年56岁的张玉凤，结婚33年来对公婆
一直非常孝敬。婆婆56岁那年，脑血管出
血，昏迷了一天一夜。张玉凤守在婆婆跟

前，直到婆婆病情好转，慢慢恢复健康。5年
前的一天，婆婆又突发脑血栓，左半边身体
失去知觉，不能动弹。看着婆婆喝不进水，
吃不进饭，张玉凤就一口口喂水，一勺勺喂
饭。老人起不了身，大小便无法自理，张玉

凤就伺候老人拉屎排尿。
张玉凤还通过电视、书籍，学习了按摩

推拿的简单手法，给婆婆进行理疗。在她细
致耐心的照顾下，婆婆的身体明显好转。

张玉凤被村民推选为好媳妇，名字登在

村十字路口的善行义举四德榜上。王平说，
在张玉凤这个优秀典型的感召下，其他村民
也都见贤思齐，好好改进婆媳关系。比如，
好婆婆孙爱英、孙秀兰，好媳妇刘莹、张玉
萍，好女儿王蓓、孙爱风等。

去年，官桥村养殖户王双平被评为“诚
信贷款户”。凭借这一荣誉，他轻松从当地
银行贷到了20万元，并享受一定的利率优
惠。“都说老实人吃亏，我看是谁讲文明诚
信谁受益。”王双平说。

“立德立人，诚信为本。我们就是要形
成讲道德、遵道德、守道德的良好社会风
尚。”王平说。

去年4月，官桥村五保户、孤寡老人康福
荣得病了。在村卫生室诊治几天没见好，康
福荣想去市里的医院救治，但康福荣本家族
五服之内没有一个亲人。康氏家族的康新
平、康福祥听说后，开车把康福荣送到医
院。医院检查后，确诊康福荣患了胰腺癌，
需要住院治疗。住院半个月的时间，康氏家
族每家每天轮流派人照顾，并为康福荣带去
饭菜。出院后也是如此，直至康福荣去世。

当时，正值大棚蔬菜采摘期，耽误一天
每户就会损失几百元，甚至几千元。但为了
照顾康福荣，康氏家族的人没有一户推脱。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一种很高的境
界，但我们村里的人做到了。”王平说。

官桥：以孝治村

□ 本报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张永升

8月5日9点，寿光欣源盛景置业销售中
心，张翠娥正在向置业顾问宋佳咨询房价和户
型。

今年63岁的张翠娥，是寿光市双王城生态
经济园区牛头镇村人。4年前，为照顾外孙
女，张翠娥跟随女儿来到文家街道。“女儿女
婿在农产品物流园批发蔬菜，一直租房住。这
几年，他们攒了一些钱，想买套房子在寿光城
区定居。”张翠娥说。

得知张翠娥的女儿是农村户口，宋佳说：
“农村百姓，如果购买我们这里的库存房的
话，每平方米享受360元的政府补贴。100平方
米的房子能省下3 . 6万元，这些钱够添置家具
了。”

今年4月，寿光出台商品房去库存政策，
农民在城区购买库存商品房，享受优惠政策。
记者在寿光市房产公共服务平台网看到，目前
该市已经公示第七次库存商品房房源目录。

张翠娥相中了一套127平方米的两室一厅
房子，计划下次带着女儿一起来看房。

宋佳观察到，现在买房子的，不少是农村
父母为子女购买，因为年轻人更喜欢在城市里
生活。

洛城街道东斟灌村大棚菜椒种植户李宝
先，一年前为儿子在寿光市区买了房。“孩子
不愿意干农活，咱也不舍得他进棚。他在城里
找了一份工作，虽然公司有宿舍，但想着很快
就要结婚，怎么也得要房子，不如早买。”李
宝先说。

为儿子买这套房子，李宝先花去了50万
元。“好在这几年彩椒行情不错，给孩子买
房，我们没用贷款。”李宝先告诉记者。

李宝先种着一个8000株彩椒苗的大棚，一
茬下来毛收入25万元。“种棚的农民，手里都
有些积蓄，在城里买房不难。”东斟灌村党支
部书记李新生说。

其实，李宝先家现在住的房子并不比城市
的楼房差。“2层的小楼，村里前几年规划建
设的，除了没通天然气外，其余的和城里没有
差别。”李宝先说。

东斟灌村村容整洁，建有文化广场，村民
每年都有福利。“农村好，但年轻人追求更
多。城市的购物中心、电影院、大公园和文化
中心，都是农村没法比的。”李宝先说。

已经在寿光美林花园小区生活一年多，台
头镇刘家茅坨村60岁的隋美华感受到城市生活
的便利。去年，为让孙子、孙女接受更好的教
育，隋美华在美林花园给儿子买了房子。

“孙子、孙女的学校和小区就隔着一条马
路，接送都很方便。晚上，孩子们在小区的广
场或附近商务小区广场玩耍。我呢，正准备报
名去老年大学学习画画。”隋美华说。

美林花园小区西邻是寿光有名的世纪学
校，南面有寿光音乐厅，东边是寿光商务小
区。“这些配套，农村没有，只有城里才有实
力建设。”隋美华说。

现在，隋美华在农村的两个哥哥、两个表

姐也都在美林花园买了房。
2015年，寿光市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达到25121元。
记者了解到，洛城街道官桥村至少有20户

人家在寿光市区购买了楼房。官桥村是大棚种
植村，村民人均纯收入接近2万元。“大家伙
手里有钱了，寻思的事就多了。进城买房，我
觉得是物质改善后的精神需求，毕竟在城里住
更方便、文明。”官桥村党支部书记王平说。

房产经纪人李夏曦注意到，越来越多在寿
光务工的人员开始在寿光安家。

杨景如来自鄄城县，已经在寿光东郭市场
做了5年馒头。“我和妻子忙馒头房，两个孩
子顾不上，只好放在老家，让父母带着。”杨
景如说。杨景如的妻子刘金敏担心，一年到头
只有暑假和春节见到孩子，孩子和自己都生疏
了。再说，农村的教育也跟不上。

8月6日上午，杨景如来到新城明珠售楼
处，打算购买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这里有寿
光实验小学的一个校区，距离东郭农贸市场不
到1公里，符合杨景如的要求。“不买房子老
是没有归属感，有了房子才算在寿光扎下了
根，也不枉这些年在外面打拼。”杨景如说。

新城明珠房子均价在4000元左右，130平方
米的房子总价约50万元。寿光去库存的政策
中，明确规定，外来人员（不是寿光市户籍人
员）到寿光城区购房，在落户或办理居住证
后，参照该市农村居民进城购房优惠政策执
行。杨景如如果购买库存房，也将享受优惠政
策。

“以后，我的孩子也可以过上城里人的生
活了。”杨景如说。

宋佳说，在欣源盛景小区购房人群中，近
三分之一为外来人口。

越来越多农村人和外来务工者到市区买房

寿光：农民城里买房享优惠政策

□石如宽 报道
寿光欣源盛景置业

顾问宋佳(左)向一位农
村顾客介绍房源。

□石如宽 报道
洛城街道官桥村，两位小朋友在看展板上有关孝道文化的内容。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8月，正是寿光众多蔬菜温室大棚闷棚之
际。

今年，古城街道杨家庄村西红柿大棚种植户
王明章，没再往棚里施用鸡粪和稻壳，而是代之
为煮熟的玉米和石灰。新办法，来自寿光高级植
保师刘兴文。

王明章种大棚25年了。近几年，王明章发
现，无论使用再多的肥料和鸡粪，西红柿的产量
不仅没提高，反而有很多死棵、裂果现象。“咋
回事呢？没少用心，没少施肥，西红柿的产量和
品质咋就上不去呢？”王明章很疑惑。

今年6月7日，王明章在村里遇到给百姓讲课
的刘兴文，就把他请进自家大棚里诊断一下。刘
兴文看到，大棚土壤里长了绿苔，板结严重，还
有盐渍化。“绿苔是长期用氮磷钾肥料过多形成
的。你用的肥料过多，在土壤里都形成肥害了。
土地需要养一养了。”刘兴文告诉王明章。

按照刘兴文的指点，王明章今年闷棚时，使
用煮熟的玉米软化土壤，激发沉淀其中的肥料，
再撒上石灰，给土壤“消毒”。

“我原来觉得，肥料用得越多越好，哪想到
过犹不及。”王明章说。

“寿光农民不缺种植经验，缺的是均衡合理
施肥的观念。”刘兴文说。

“在大棚营造的温室环境中，蔬菜生长快、
产量高，需肥量自然就大。所以，根据蔬菜需肥
规律的大量施肥没有问题，但是不能过量施用化
肥。问题在于，这些年农民在种菜中形成了‘多
施肥、多产出’的不科学的经验。”刘兴文说。

“刚种菜时，地里稍微撒些尿素，蔬菜产量
就有明显提高。建一个大棚要投入8至10万元，
谁不想多用点化肥，地里多出点菜，多挣点
钱。”文家街道王端宇村党支部书记王向民说。

“在2000年前后，寿光蔬菜发展重点还是追
求产量，大水大肥到了顶峰。后来才慢慢转变到
量、质并重，更追求质量。”刘兴文说。

针对过量施用化肥导致的土壤板结及次生盐
渍化现象，寿光2010年就启动了“沃土计划”，
推广生物菌肥改良土壤，激发土壤活力。

据了解，前些年寿光农民种一亩西红柿，一
年要投入10立方鸡粪作底肥，以及300公斤化
肥、1至2公斤左右的叶面肥，黄瓜用肥量就更大
了。《寿光农业结构类型与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技
术对策》显示，寿光每公顷耕地的化肥投入量是
全国平均值的4倍。一位常年在寿光从事科研的
人士开玩笑说：“可以把寿光的土壤直接拉到外
地做肥料。”

刘兴文认为，化肥的过量使用造成土壤板
结、盐渍化，有机质含量降低、活性微生物减
少，种出的“瓜没瓜味、果没果味”，产量不断
下滑，甚至出现“死棚”的现象。

“更严重的是，土壤的失衡导致病虫害不断
增多。再加上大棚里温度高、湿度大、不透风，
病虫害治理难度更大。同时，农药越打越多，让
根结线虫简直‘无药可救’。”刘兴文说。

连续两年按照刘兴文的“方子”施肥，文家
街道八里村王吉义的黄瓜大棚出现了蚯蚓。王吉
义用手挖了挖土壤告诉记者：“你看，这土多疏
松，浇水后易渗透，不板结了，蚯蚓都出来活动
了。”

之前，看到王吉义的大棚土壤板结，刘兴文
建议他使用生物酵母。“第一年就看到了成效，
黄瓜瓜条直，没有空心，口感也好。今年，土壤
有了大变化，科学施肥真管用。”王吉义说。

早在2003年，看到众多农民被假肥料所害，
也为百姓不合理施肥痛心，刘兴文决心研发出生
物酵母，改良土壤。历经5年时间，几百次的试
验，刘兴文研发出一种生物酵母。

“好不好，一对比就知道。我的2个茄子大
棚一个用生物酵母，一个不用。收获时，使用生
物酵母的产量、品质明显好于没有使用的。大家
感受到生物酵母的好，都愿意使用了。”王吉义
说。

没用自己推广，寿光亿嘉农资公司主动代理
了刘兴文的生物酵母，年销售额约700万元。

现在，刘兴文虽然是企业老总，还是喜欢走
到农户的大棚里传授技术。“在农民的大棚里备
课，用农民听得懂的语言讲课。”刘兴文说，不
以推销为目的，就想解决农民的实际问题。

长期与农民打交道，刘兴文觉得农民是最苛
刻的听众。“没有扎实的知识，农民不会服你。
这也促使我努力学习，不敢放松。”刘兴文说。

采访时，记者发现，刘兴文的办公桌上放着
《蔬菜病虫害诊治原色图鉴》、《农作物病虫害
诊治原色图鉴》、《果树病虫害诊治原色图鉴》
三本厚厚的专业书籍。

“今年，准备考高级农艺师，以后更好地为
农民服务。”刘兴文说。

刘兴文：用农民

听得懂的语言讲课

□记者 石如宽 报道
本报寿光讯 记者从寿光市物流园价格指数

检验检测中心获悉，8月1日至7日，物流园蔬菜
价格定基指数为95 . 18点，较上周84 . 33点上涨
10 . 85个百分点，环比涨幅12 . 87%。

价格指数检验检测中心经理隋玉美分析，四
个方面原因导致指数明显上涨。一是前期北方的
强降雨天气，导致部分产区蔬菜受损，各类货源
收购价格提升，带动批发价格跟涨。二是立秋
后，炎热高温天气减少，蔬菜耐运输能力变强，
市场需求量明显上升，菜价相应上涨。三是处于
断档期的本省及地产蔬菜产量进一步收紧，部分
品种价格持续攀升。四是市场菠菜、芹菜等叶菜
供应十分紧俏，加上降雨天气不断，价格节节走
高。

■中国·寿光蔬菜指数

雨天频繁

蔬菜价格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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