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单 辰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贾维川

3月6日下午，寿光市羊口镇齐家庄子村党支
部书记马清礼听到村委楼下的汽车鸣笛声，从办
公室一路小跑，下楼迎接他的“贵客”。在将
“客人”请下车的时候，他一直喊着“慢点，慢
点，慢点”。

马清礼口中的“贵客”，是他前一段时间刚
刚订购的200棵国槐树苗，用于今年村内树木的
补植和扩种。“12号还有200棵雪松到货，今年
补植扩种的树木计划在3000棵左右。”马清礼擦
了擦汗，和村两委的其他成员一起清点国槐的数
目。

到今年11月份，马清礼在齐家庄子村的任职
期就到了29年。马清礼说，他工作以来的近一半
时间，都在搞绿化。

“在高度盐碱化的土地上种树，在以前看来，
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马清礼回忆说，2000年左
右，潍坊市委组织部组织各个县市区的干部，赴
南方考察乡村生态建设，同行的马清礼看到南方
处处见绿、环境优美的村貌，羡慕不已。

考察回来后，马清礼就下了决心，要把齐家
庄子的绿化搞起来，但过程却远超他的想象。
“当时寿北的工业企业一心要效益，让本来就荒
芜的盐碱地环境越发恶化。”马清礼说，即便如
此，绿化也要搞，而且要搞好。

购买了相对抗盐碱的毛白蜡、国槐、松树等
多种树木后，马清礼开始尝试种植，但由于土壤
碱度太高，死亡率几乎100%。“试一次不行试两
次，两次不行就十次。”马清礼说，在他多次试验
种植的过程中，发现了死亡率高的问题。

“主要是浇水量跟不上。”马清礼说，当时
有几棵松树成活了，原因就是一不小心水浇大
了。在增加了浇水量后，马清礼发现，他种的树
成活率已经达到了7成以上。再加上后期及时除
虫打药的话，成活率90%以上没问题。

十几年来，马清礼的齐家庄子村用坏了2辆
拉水的三轮车。每天浇水15次、每次2方水，光
绿化浇水这一项，村里每年就支出近15万元，但
马清礼觉得很值。

如今，齐家庄子围村400亩的绿化面积，让
全村800口人享受到了“人均半亩绿”的园林式生
活环境。“这在以前的寿北，不可想象。”村民马中
文说，村里的树，所有村民都爱护得很。时不时给
树修修枝杈、浇浇水，成了村民的日常习惯。

与齐家庄子村相比，对羊口来说，全镇的绿
化工程更加复杂。因部分土质较为恶劣，单一增
加浇水量仍然无法保证树木成活。

“填换客土是最根本的办法。”寿光滨海
（羊口）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局副局长吴广林
说，就是用优质的耕地种植土，替换掉原土，然
后做深度隔离，避免新土返盐。

“为增加树木成活率，还需要额外铺设渗水
管。”吴广林说，在土壤正常和肥沃的地区，一
棵树的种植成本约为5元。在羊口，成本增加一
倍以上，到了10元还多。

“在镇区南环路修建时，绿化成本已经基本
和修路成本持平了。”羊口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主任甄清伟说，总计投资3000万元的南环路，光
绿化投资就达到了1000万元以上。说羊口的绿化
是“寸绿寸金”，一点也不为过。

据了解，2010年以来，羊口镇共计投资近9
亿元，增加绿化面积600多万平方米。先后建成
滨海生态湿地公园、滨海植物园、海洋公园、水
德园生态湿地公园、顺河公园等18处生态游园；
建成了盐都路、学府路、高新路、渤海大道、东
环路等生态廊道。

“镇区绿化面积达到了206万平方米，人均
公园绿地面积29平方米，镇区绿化覆盖率达到了
40 . 02%，绿地率达到了35 . 46%。”吴广林说，同
时还开展了企业、庭院绿化，新增庭院绿化350
万平方米。

2016年春，羊口镇再投资660余万元，对辖
区内的22个行政村的出村路、村内大街和两侧人
行道，栽种直径5公分以上的绿化树木，共计
45000余棵。

今年2月份，潍坊绿化委员会、潍坊市林业
局评选出潍坊市首批“森林城镇”和“森林
村”。其中，寿光被评出羊口镇、双王城生态经济
园区等2个“森林城镇”和羊口镇齐家庄子村、上口
镇河疃村、台头镇郑辇村等10个“森林村”。

“以前，‘四季常绿、三季有花’是羊口的
目标，现在是常态。”甄清伟说，目前镇区的万
亩良田生态经济林区已建成2300亩，栽植了榆
树、千头春、法桐等经济观赏作物，今年计划再
建1000亩。

□记者 戴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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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7日至3月5日，寿光农
产品物流园蔬菜价格定基指数为124 . 36点，较上
周131 . 10点下跌6 . 74个百分点。

在监测的10大蔬菜类别指数中，8类下跌2类
上涨，其中下跌明显的类别是白菜类、叶菜类、
菜豆类、水生类，跌幅分别是28 . 3%、17 . 2%、
10 . 4%和10 . 1%。

价格指数检验检测中心经理隋玉美分析，影
响指数回落的原因有3个方面。一是由于全国大
部地区天气晴暖，各地应季春菜产量增加，供应
相对宽松，造成菜价下降。二是随着气温上升，
省内及地产棚菜生长渐进旺盛时期，产量明显放
大，价格正常回落且跌幅较大。三是部分收尾的
外省南方货源，质量、卖相开始下降，售价偏
低，从而助推菜价下行。

随着天气转暖，蔬菜生长周期缩短，各地蔬
菜供应逐渐充足，市场时令蔬菜也会继续增多。
隋玉美认为，蔬菜价格指数将继续小幅回落。

□ 本报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赵德彦

“最近三四年，全村的1000多亩萝卜都采
用了水肥一体化技术，品质提高了一大截。”
寿光洛城街道浮桥村村主任岳作忠说，萝卜生
长前期如果采用传统的大水漫灌，会导致毛细
根过旺，影响萝卜外观。用上滴灌设备和水肥
一体化技术后，浇多少水、用多少肥可以精准
控制，从而保证了萝卜的品质。

浮桥村是萝卜种植专业村，2010年，“浮
桥萝卜”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证。目前，
浮桥村的萝卜不但进入全国大中城市的超市，
还出口到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

“因为品质好，浮桥萝卜不愁卖，而且还
可以按个卖。”浮桥村党支部书记傅良信说。

萝卜稳定的品质得益于统一的标准。2012
年，浮桥村党支部牵头成立了浮桥萝卜合作
社，高标准建设了质量检测室，制订了样品采
集、检测、质量追溯等制度，对萝卜种植、销
售全过程进行检测。

“在种植过程中，合作社进行统一指导，
狠抓质量管理。合作社与农户签订合同，严格
按照绿色食品要求进行种植。”傅良信说，
“我们还不断进行研究，设计了特别的包装，
让萝卜带着绿色鲜缨上市，更加畅销。”

如今，不仅浮桥村，附近村民都加入了合
作社。以浮桥村为中心，萝卜种植辐射周围各
村。“现在，浮桥萝卜实现了规模化、专业化
的种植。下一步，我们打算发展萝卜干、泡菜
等加工项目，带动萝卜后期深加工，延伸产业
链，进一步提高收益。”傅良信说。

在圣城街道刘旺社区，刘晓明种着2个60
米长7米宽的甜瓜大棚，本月中旬甜瓜就可以
上市了。“两个棚的甜瓜一年下来，纯收入能
超过10万元。”刘晓明说。

刘旺甜瓜的瓜皮呈翠绿色，上圆下尖，外
形似羊角，俗称“羊角蜜”。

“咱刘旺的甜瓜水分多、甜度高、卖相
好，每年都不愁卖。”刘晓明说，原因就是配
施高比例有机肥、合理灌溉，并且全程跟踪管
理。

刘旺社区党支部书记刘彦波说，刘旺甜瓜
不仅寿光本地需求量高，外地客商更是络绎不
绝，已经卖到了北京、上海等地。

2012年，刘旺社区创办了集种植、育种、
销售为一体的金泽甜瓜专业合作社，注册“锦
玉甜瓜”商标。合作社与科研机构合作，为社
员提供统一技术、统一供种、统一商标、统一

销售等服务，不仅甜瓜的产量和品质大幅提
高，价格也一路飙升，最高时每斤卖到30多
元。

1斤甜瓜能卖出30元的高价，1斤高品质桂
河芹菜价格更是高达160元。

桂河芹菜因产在稻田镇桂河村而得名。桂
河芹菜的独特之处，在于需经过窖藏。

桂河一村村民董建营说：“收获后将芹菜
置于地窖，先泼水，促其二次生长，发育断
筋，约60天后，只取中间嫩芽，就是桂河芹
菜。”

桂河芹菜的储存需要合适的温度和湿度。
“湿度大了不行，容易腐烂。太干了，就蔫儿
了。最主要的还是温度，太冷太热都容易
坏。”桂河一村芹菜种植户董民洪说。

出窖后的芹菜，需要仔细加工。把芹菜外
侧的梗剥掉，仅剩中间几个嫩黄的芹菜心。再
将这些芹菜心用干净的抹布擦净，最后3根一
包，装入塑料袋中，再装箱。

2008年，桂河芹菜成功申请国家地理标志
产品，身价倍增。如今，寿光蔬菜产业集团整
合桂河芹菜资源，发挥农业产业化运作优势，
把桂河芹菜推向了全国。

文家街道南官桥村，目前是我省唯一一处
国家备案的保鲜韭菜出口基地。前几年，南官
桥村只有部分菜农把韭菜卖给采购商，再出口
到韩国。出口难，在于韩国蔬菜进口标准高。
如农药残留检测标准，仅毒死蜱这一项残留检
测，我国要求浓度不超过0 . 5%，韩国则要求不
超过0 . 01%。

为让韭菜出口韩国，南官桥绿泉合作社
的生产基地选择在远离交通要道的地块，杜
绝汽车尾气及飞尘的污染，并从美国引进防
治韭蛆的生物制剂用于基地。同时，加强韭
菜的清洗和初加工，进一步提高韭菜的净菜
率和品相。

绿泉合作社负责人唐永生，要求社员按照
合作社的生产标准种植韭菜。如果最后韭菜的
各项指标经检测后都达到韩国检测标准，合作
社将以高于市场价1元钱的价钱予以收购。否
则，不予收购。

“把零散的种植户统一组织起来，成为合
作社，就有了规模效益。”唐永生说，由于合
作社实施统一销售，注重占领高端市场，从而
提升了蔬菜品牌。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王 亮

3月5日傍晚，寿光市台头镇东庄村文化大
院内，71岁的隋立范正在带领十多位老人排练
村歌《我的家乡东庄美》。“麦浪滚滚金光
闪”“楼房林立彩云追”“东庄美景润心
扉”，隋立范逐句为众人讲解示范。这是东庄
村为庆祝三八妇女节准备的一个节目。

隋立范去年被推选为寿光新乡贤，他也是
东庄村乡贤参事会会长。“在我们村，乡贤承
担起文化宣传、文明引导的任务。有他们的帮
助，我们省心又省力，还可以腾出功夫研究其
它工作。”东庄村党支部书记隋英吉说。

东庄村乡贤参事会共有3人，分别是隋立
范、隋德龙和隋洪俊。隋立范和隋洪俊曾在企
业工作，隋德龙从教育行业退休。

早在2014年，隋立范就和隋德龙把东庄村
23位烈士的事迹进行收集、整理，汇编成册。
“整理历史事迹，让我感触很深。我想向周围
人和下一代传递更多文明正能量。”隋立范
说。

隋立范平时喜欢写字、唱吕剧。在村两委
支持下，隋立范把村里的文艺宣传队进行了规
范，按照文艺队伍的种类分成舞蹈队、吕剧队
等，并根据不同年龄段，组成了老年组、中年
组、青年组。每周二、四、六、日晚上，文艺
宣传队队员聚在村里的文化广场上唱歌、跳
舞。每逢重大节日，东庄村的文艺宣传队都举
办文艺晚会。

隋德龙是山东省书法家协会会员，经常给

全村书法爱好者讲课，连续六次举办“东庄村
书画展”。“不仅便于本村村民了解书画文
化，还带动了周边村庄甚至全镇书画文化和文
艺活动的发展。”东庄村文书隋元利说。

隋洪俊会唱吕剧、京剧，每天晚上都组织
戏剧爱好者排练。

“乡贤们致富后不忘回馈乡里，村里的公
益事业但凡有需求，他们都积极响应，不仅为
两委解决了难题，更重要的是为群众办了实

事。”台头镇党委副书记王志亮说。
村庄修路、绿化、捐资助学、文化物资交

流大会等，刘家河头村的乡贤都积极出谋划
策、捐钱捐物。跃龙公司负责人刘林峰说：
“我是刘家河头村的一员，有乡贤这个平台，
正好为村里出点力。原来也为村里捐款，有些
群众认为我是作秀，现在名正言顺了。”

2016年，东庄村修环村路。有的村民占了
村集体的土地，却不肯让出来。乡贤参事会3

人先后跑了十几趟，终于劝说那位村民让出被
占的土地。一些邻里矛盾、婆媳纠纷，乡贤参
事会成员瞅准火候，也去劝慰。

“风口浪尖时，谁去劝解也不好。双方盼
着搭梯子时，我们参与后，就好解决了。”隋
立范说。

台头镇三座楼村自成立由5人组成的矛盾
纠纷调解小组后，已帮助村里化解矛盾纠纷20
多起。

“乡贤的作用之一就是把村班子不好出面
的事揽过来，当好村班子的助手，当好群众的
代言人。”三座楼村乡贤75岁的刘东元说。

王志亮认为，乡贤对文明引导、调处纠纷
等工作，比起行政干预或硬性执行，具有很多
优势，可以让一些从“行政角度”难以处理的
问题实现“软着陆”。

“我们是参事，并不主事，所有的事情都
是在村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展工作。”隋立范告
诉记者。

为规范乡贤参事会，台头镇制订了相关方
案，明确了乡贤参事会的功能定位、运作模式
和主要职责，从选乡贤、用乡贤等方面形成了
具体操作规范。

台头镇明确规定，乡贤参事会是村级党组
织领导下的群众自治组织，开展工作必须坚持
支部领导、民事民议和补位辅助，强化村级组
织在公共服务、社会治理方面的薄弱环节。

“乡贤参事会作为新型基层自治组织，以
规范化的手段取得化解社会矛盾和群众自治双
赢。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政府服务的有益延伸
和社会矛盾的有效缓冲。”王志亮说。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颜士鹏

寿光市洛城街道东斟灌村连续17年无信访
上访事件、无刑事案件，先后被评为全国人口
和计划生育基层群众自治示范村、山东省民主
法制示范村、山东省文明村等。

2015年，东斟灌村创新实施基层党组织核
心引领下的“自主议事、自治管理、自我服务”管
理模式，成为全国创新社会治理典型案例。

“东斟灌村突出群众主体地位，用群众思
维考虑问题、群众观点看待问题、群众方法解
决问题，积极探索加强村级民主政治建设，走
出了一条强村富民的好路子。”寿光市委书记
朱兰玺说。

基层党组织主要有两项功能，一是政治功

能，二是服务功能。政治功能就是教育引导广
大党员群众听党话、跟党走，但是这个功能如
何实现？东斟灌村党支部书记李新生认为，不
是靠单纯的“家长式”作风、靠生硬的命令，
而是靠群众满意的服务、靠人心的凝聚、靠党
组织威望的提高来实现，让群众自觉自愿地集
聚在党的旗帜下。

调整土地、成立蔬菜合作社与资金互助合
作社，东斟灌村都多次召开党员会、群众代表
会、村委成员会。“通过一次次的会议，群众
的思想意见逐渐统一，也理解了事情的意义，
从而支持村委的工作。”李新生说。

朱兰玺认为，东斟灌村之所以每项工作都
能顺利推进，根本在于党支部主动转变思维方
式，积极推进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始终坚持从
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所有事项按群众意愿

办事、按既有程序办事，把个别群众的意见消
化到大多数群众的意见中，赢得了群众的理解
支持，村党组织凝聚力、号召力全面提升，所
以才形成了一顺百顺的良性发展局面。

“各村党支部都要积极转变思维方式，主
动从‘命令管理型’向‘协商服务型’转变，
做到‘放手不甩手’‘信任不放任’‘总揽不
包揽’，充分汇集民心、体现民意，这样工作
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村级才能始终保
持和谐稳定的发展局面。”朱兰玺说。

在东斟灌村，凡是“沾钱”的村务，全部
张榜公示、全部公开招投标、全部阳光操作。
李新生认为，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只要村党
支部一心为公，坦坦荡荡，没有什么东西是不
敢公开的。有些个别村，在党务村务财务公开
上疑虑重重、拈轻怕重，村内的财务支出不敢

贴出去，甚至群众追问起来都含糊其辞。“为
什么？往浅了说，是对自己的工作没有底气。
往深了说，是你的工作有猫腻。”李新生说。

朱兰玺说，村内财务公开，有效解决了敏
感村务“做不做、谁来做、做得怎么样”的问
题，成为东斟灌村班子消除群众猜疑，赢得群
众信任的关键。

“今后，各村要高度重视议事决策和实施
过程的民主公开，主动吸收群众参与，打消群
众疑虑。”朱兰玺说，在村务管理中，特别是
工程建设、财务开支等敏感事项要充分放权，
能推向市场的全部用市场手段解决，不能推向
市场的让村民代表、村监委会全程参与、全程
监督。真正通过阳光用权，解开群众心里的
“疙瘩”，打消群众心里的“嘀咕”，树立班
子的良好形象。

做村班子的好助手和群众代言人

乡贤参村事 难题迎刃解

“沾钱”的村务 全部张榜公示

一斤芹菜160元，一斤甜瓜30元，仍受消费者“追捧”

果蔬价高不愁卖

□石如宽 报道
3月7日，一位来自烟台的游客，在寿光品尝桂河芹菜。

寿光市
台头镇东庄
村乡贤隋德
龙，正在挥
毫拨墨。

茫茫盐滩变身

葱郁绿地

蔬菜价格继续下跌

■中国·寿光蔬菜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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