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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杨国胜 张 蓓

今年“五一”小长假期间，刚开办农家乐
的轩梦娟3天接待游客300多人次，纯收入4000
多元，这让以前和丈夫常年在青岛打工的她高
兴得合不拢嘴：“在家门口就可以挣到这么多
钱，再也不用外出打工了。”

轩梦娟所在的牛寨村，位于临朐县最西南
端的“山窝窝”里。近年来，修山路、栽林
木、搞旅游，牛寨人通过“三步曲”脱贫路，
使昔日出了名的“光棍村”，变成了拥有两个
“国字号”旅游品牌的美丽乡村。

“打我记事起，村里就一直修路。上世纪
70年代开过山，80年代打过隧道，都没成功，
两位正当年的村支书累倒在工地上。”82岁的
村民于恒友回忆说，到20里外的九山镇办事，
来回得一天。

从2005年开始，为了圆全村人的“公路
梦”，利用实施“村村通工程”的机会，村党

支部书记于兴平怀揣着全村人的梦想，将硬化
5公里山路的申请递到了镇党委。但80万元资
金缺口，怎么办？

众人拾柴火焰高。在干部、党员的带动
下，捐款的村民排起了长队。3天，30多万
元，全部是老百姓的血汗钱，镇领导、村在外
人员又捐了十几万元。于兴平把亲戚朋友借了
个遍，凑了13万元，就这样，钱终于凑齐了。
为了节省开支，村党支部将涵洞、砌河坝等土
建工程留出来，发动党员群众义务干。经过6
个月艰苦奋战，工程顺利竣工，命名铜牛路。

铜牛路改变了牛寨人的命运。于恒友至今
都记得，通路那年，苹果每斤多卖了两毛钱，
全村增收30多万元。

因为在种苹果上吃过亏，起初，听说要发
展苹果时，村民头摇得像拨浪鼓。于兴平通过
请专家考察发现，村里土地非常适宜种果树，
他认为，只要解决好技术和管理问题，好苹果
不愁没人要。2006年，村党支部借钱买来树苗

发动群众栽，先后组织9批450人次到五莲、蒙
阴、沂源等地参观学习，群众的思想逐渐开了
窍。村党支部积极争取小流域治理项目，对荒
山、荒坡进行综合开发治理，建成以苹果、桃
为主的果品基地3000亩。

3年后，苹果树结果了，荒山终于变成了
“花果山”，每斤卖到两块七，村民着实赚了
一笔。目前，全村果品突破260万公斤，仅此
一项人均收入近4600元。

通了路、卖了果，山清水秀、奇石林立、
花果飘香的牛寨村，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来休
闲旅游。

2013年，村党支部聘请省旅游设计院进行
专业规划，推动各项产业与旅游事业有机融
合。成立旅游专业合作社，拓宽铜牛路，修整
旅游线路6公里，建起游客采摘园；实施南牛
寨整村搬迁项目，建设农家乐饭庄57处；实施
“乡村连片治理”项目，建设特色民居，开发
“精品民宿”旅游，规范游览观光、食宿服

务。
再走入牛寨村，宛若北国江南，大山之

中，小桥流水潺潺；丛林深处，房舍错落有
致；人在村中走，如在画中游。这个先后获评
“中国最美休闲乡村”“中国乡村旅游模范
村”的村子，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经济收益双丰
收。

在致富奔小康的路上，牛寨村没有让一个
贫困户掉队。

通过落实扶贫规划“三步曲”，群众的腰
包慢慢地鼓起来了。村里成立了扶贫互助协
会，为贫困户提供小额贷款、扶持发展果品种
植、介绍到经营大户打工，帮助128户协调贷
款200多万元，发展桃、苹果种植500多亩；发
挥旅游专业合作社作用，流转5户贫困户旧
房，改造后接待游客，实现就地务工。对无劳
动能力者，村党支部组织土地流转经营、进行
关爱帮扶。去年，该村65户的135口贫困人口
已经全部脱贫。

□记者 张蓓 报道
本报潍坊讯 6月10日至18日，受第六届中国

成都国际非遗节组委会邀请，“天工核雕·匠心百
年”潍坊核雕艺术全国巡展在成都市国际非遗博览
园五洲情馆亮相。潍坊市50位核雕艺术传承人带去
的150件代表作品，展现出了传世百年、技艺精湛
的潍坊核雕艺术，令国内外朋友大饱眼福、赞叹不
已。

潍坊核雕艺术展由潍坊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主办，潍坊市文化馆、潍坊市非遗保护中心承办，
旨在加强传统文化的传播与融合，提高潍水文化的
国际影响力，通过展现核雕艺术深厚的文化内涵和
精湛的传统技艺，促进民族传统工艺的振兴与传
承。

成都国际非遗节与山东非遗博览会并称为具有
广泛影响力的非遗品牌活动，本届非遗节有来自全
世界的1100多项非遗项目汇聚成都国际非遗博览
园，有国际非遗大展、非遗竞技成果展等7大主体
活动。

□记者 郑颖雪 报道
本报潍坊讯 6月23日，潍坊市委政法委协调

爱心企业，向扶贫点青州市捐赠了教学图书和仪
器，丰富学生们的阅读和实践。

捐赠仪式在青州市实验小学举行，爱心企业山
东飒尼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捐赠了43957册学生图
书、两套价值共30万元的教育软件和10万元的机器
人创客设备，总计金额178 . 876万元。据悉，此次
捐赠活动，是潍坊市委政法委在多次调研的基础
上，结合本单位工作情况开展的扶贫帮扶行动。

■ 脱贫攻坚看潍坊

修山路、栽林木、搞旅游，荒山变金山———

通路那年，全村增收30多万元

□ 本报记者 郑颖雪 宋学宝

“自家十几万斤圆葱损失惨重，给钱就
卖，只求保本，批发零售皆可，自己来买的，
提供茶水、水果，可带孩子来动手现拔。”6
月22日上午，记者的朋友圈里，出现了这样一
条消息，发消息的是寿光市孙家集街道周家村
村民周海波。

当日，记者驱车来到周家村，在周海波位于
寿光市西环路边的菜地里，用塑料网兜装着的
圆葱摆了一人高。“今年圆葱个头长得比较大，
产量也较高，亩产量在1 . 1万斤至1 . 4万斤，比去
年高多了。”周海波告诉记者。

“去年圆葱地头收购价每公斤0 . 7元左
右，今年只有0 . 25元左右，按这个行情，今年
种植一亩圆葱就要赔1000多元，雇人收圆葱一
天至少要100元，所以我也不打算收了。”周

海波说。对于今年圆葱滞销的原因，在他看来
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作怪，由于2015年受
天气影响圆葱减产，价格上涨，2016年圆葱价
格依旧保持高位，造成了种植户扩大种植面
积，市场供大于求。

近日，圆葱滞销的消息传出，山东圆葱市
场批发价普遍下跌50%以上，不少农户每亩亏
损达2000元，安丘市、昌乐县、惠民县等圆葱
产区普遍遭遇卖难，优质圆葱价格每斤只有1
毛多一点，而且收购商极少。

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会同山东省农业
厅和中国农产品市场协会立即启动农产品促销
应急机制，并于6月22日至23日，共同在潍坊市
举办了圆葱产销对接活动，邀请了北京、上海等
7省市9家蔬菜批发市场、超市和电商平台企业
23位负责人。山东省电子商务促进会邀请知名
电商平台企业8位负责人，省农业厅组织了青

岛、潍坊、济宁、滨州、菏泽等市圆葱种植大户、
经销商和新型经营主体70余人参加对接。

对接活动中，省农业厅市场与经济信息处
处长刘学敏介绍了我省圆葱产销情况。2017年
预计全省圆葱种植面积35万亩左右，同比增加
4%左右，总产100万吨以上。目前，我省产地
圆葱收购价格每公斤0 . 5元以下，降幅较大。

“圆葱价格下降的主要原因首先是供给增
加，个别产地大县面积增加10%以上，同时出
口减少。我省圆葱主要出口韩国、东南亚等
地，而5至7月份也是韩国国内圆葱集中上市时
间。其次是库源紧张，今年大蒜、蒜薹和马铃
薯价格低，入库量较往年增加，收储容量低；
近期消费疲软，受天气、面积和产量等叠加因
素，多个种类蔬菜产品集中上市，消费选择余
地大。”刘学敏说。

在下一步工作中，为保障蔬菜产业平稳运

行，农业部门将紧紧围绕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工作主线，以市场需要为“导航
灯”，优化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增强农产品供
给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为消费者提供更丰富、
更优质、更适销对路的产品。大力加强农产品
冷链物流体系建设，推行冷藏保鲜、精品包
装、延伸产品销售区域。同时，强化全产业链
信息，分析预警，实现监测生产、流通、加
工、贸易、库存和消费等环节信息，及时发布
权威信息引导菜农理性发展生产。

记者在活动现场了解到，现阶段群众库存
约10多万吨。产销大户代表与采购商进行了充
分的互动对接，现场签订采购意向8730吨，参
加对接活动的市场每天意向收购100多吨。会
后，经销商到安丘市实地考察了圆葱产销情
况，并与产销大户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有效
帮助圆葱产销大户缓解了卖难问题。

圆葱丰收却卖难 愁了菜农
农业部门启动农产品促销应急机制举办产销对接活动

150件潍坊核雕艺术

亮相国际非遗节

潍坊市委政法委

协调爱心企业向青州

捐赠教学图书和仪器

□记者 张蓓 报道
本报潍坊讯 6月24日，潍坊市读书协会成立，

这是目前全省首家全民阅读类区域性社会组织。
协会成立后，将陆续开展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

动。其中，“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大型图书漂流
置换活动将于7月9日在潍坊市人民广场举行。届
时，市民可携带明码标价、七成新以上的自属图书
前往，经协会工作人员统一登记标注后，可置换
“漂流卡”。置换活动后的剩余图书，协会将全部
赠予贫困地区中小学校。

潍坊成立读书协会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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