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标准建设美丽乡村 发展特色高效农业 发掘休闲渔业文化

乡村振兴的羊口实践
□石如宽 杨国胜 傅文斌

寿光市羊口镇万亩良田示范区内，张钦亮种植的24
个大棚番茄按个卖，每个番茄6元钱。

张钦亮与济南的夏之秋果蔬公司合作，种植鲜食
番茄。夏之秋公司负责提供种子和技术，并回收成熟
的西红柿。这种鲜食番茄，适合生吃，汁满味浓，口

味绝佳。
今年，合作的模式改为保底收购，夏之秋公司按保

底每斤4元的价格收购张钦亮种出的西红柿。
张钦亮采用无土栽培模式种植西红柿。“日常种植

使用滴灌、营养液，省水省肥，更加安全。无土栽培更
容易标准化生产，蔬菜‘吃什么、吃多少’‘喝什么、
喝多少’完全可以人为控制，可以像生产工业产品一样

生产标准蔬菜。”张钦亮说。
2018年，羊口镇要在实施乡村振兴上实现新突破。

“继续推进土地流转与大棚‘两改’，抓好37度风味番
茄、桑葚基地等项目，培育田园综合体等新发展模式。
依托渔业独特基因、历史文化资源，发展集休闲、观
光、餐饮于一体的渔家乐，高标准打造美丽乡村‘升级
版’。”羊口镇党委书记吴广兴说。

羊口镇地处寿光北部，背靠渤海，曾
经是盐碱滩涂。受制于地理条件，羊口的
农业以种植棉花、小麦、玉米等品种为主，
种植模式单一，总体收益也比较低。

“这两年，我们北部农村农户存款
被南部镇街菜农拉大了。”羊口镇王庄
村党支部书记王智顺说。

棉花价格好的时候，寿北农业也曾
让人羡慕，但棉花价格持续低迷，亩均
棉花净收入不足500元。

“在我们寿光，农业转型还得种大
棚。因为我们寿光有种大棚的传统、技
术和优势。”王智顺说。

2016年，王庄村通过土地流转建起
了2 1个大棚。看到政府帮着把棚建起

来，修了路、通了电、打了井，王庄村
的王爱明承包了一个115米长的蔬菜大
棚，种植了樱桃西红柿。“当时行情
好，每斤西红柿4元，一年就收回了成
本。”王爱明说。

羊口镇单家庄子村村民张晓云和王
爱明一样，在2016年承包了2个100米长的
蔬菜大棚，种植西红柿。之前，张晓云
种植棉花。“种蔬菜大棚累点，但收益
比棉花高多了。”张晓云说。

1998年，羊口镇刘旺村就用无土栽
培方式成功种植西红柿。当时村民不敢
种，村委班子成员就带头种。当年，在
上级部门的支持下，9个无土栽培西红柿
大棚建起来了。没想到，这9个大棚的效
益非常好。村民们一下子认识到了种植
蔬菜大棚的好处。

2000年，无土栽培种植西红柿在刘
旺村大面积铺开。最多的一年，刘旺村
发展到145个蔬菜大棚。全村一半以上的

壮劳力户都种大棚。
“2亩地的大棚，年收入五六万不是

问题。要是种棉花，想赚五六万块钱，
就算种上20多亩也不够。”刘旺村大棚
种植户刘晓光说。

现在刘晓光种着3个新式大棚。“这
个棚长180米，实种宽度13米左右，建设
成本40万元，其中有20多万元是村里帮
忙联系贷的款。”刘晓光说。

因为无土种植西红柿时间长，经验
足，刘旺村早期的种植户，已经逐步转
型为技术员。他们被聘请到外地指导种
植无土栽培西红柿，月收入五六千元。
“ 真是技术改 变 了 农 民 ， 改 变 了 农
村。”刘晓光说。

盐碱地上种出西红柿

从2015年开始，羊口镇启动了“万亩良田示范工程”，掀
起了“农业二次革命”。如今，羊口镇农业初步实现了农业种
植模式的多元化、规模化发展，高效农业的发展也得到进一步
发展。

鼎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种出的西洋海笋，出口到韩国、日
本，每公斤从数十元到上百元不等，最高每公斤卖到200多元。

西洋海笋学名海篷子，是鼎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从国外引进
并驯化改良的新型保健蔬菜。2010年，鼎力农业与海水蔬菜研究
专家冯立田领导的研究团队合作，在寿光北部沿海滩涂和盐碱地
建设海水蔬菜产业化示范基地。2010年5月，鼎力农业开始露天
种植海水蔬菜西洋海笋和黑枸杞。如今，西洋海笋和黑枸杞均获
得成功，并推向市场。

除了新鲜蔬菜天然的鲜味，海水蔬菜和淡水蔬菜最大的不
同，感觉像嚼着腌渍的鲜菜一样。细细品味，有一股淡淡的海鲜
味。

西洋海笋有“植物海鲜”和“海人参”之称，是近年来国际
上逐渐兴起的一种可利用全海水灌溉的营养保健蔬菜。化验结果
显示，海水蔬菜除含有普通蔬菜的各类营养成分外，胡萝卜素含
量比同种普通蔬菜高出40倍，微量元素锰、锌、碘高出2倍，钠
高出6倍。

据介绍，西洋海笋利用海水灌溉，生产过程不使用化学肥料
和农药，符合有机蔬菜生产要求，而且是由野生的盐生植物驯化
而来的非转基因蔬菜，是一种全生态概念的安全蔬菜。由于其极
高的营养价值和生态价值，西洋海笋目前已风靡欧美市场。

鼎力农业目前主要种植西洋海笋、海水芹菜，还有黑枸杞。
2017年，西瓜种植大户陈亿文第一年在羊口大规模种植的西

瓜，瓜甜瓤沙，吸引了大批顾客，收益颇好。
土豆、西瓜、桑葚、大田芹菜、辣椒，以及苗木等种植模式

不断被种植大户引进羊口农田。
一批规模化种植的高效农业正在引领羊口农业向多元化、规

模化种植转变。
和蔬菜大棚一样，这些作物的效益都远超过棉花等传统经济

作物和粮食作物，正成为寿北盐碱地农业的新希望。

“这几年，村集体经济发展非常好。通过盐场承包，我们村每年有300
多万元集体收入，这些钱大部分用于村民福利支出。”丁家庄子村党支部书
记丁秀峰说。

丁家庄子共有196户、537口人，村民主要从事棉花、玉米种植。此外，
村里还有盐场、溴素厂等，经济情况较好。

“前些年，我们村里没钱，不仅路难走，还满大街都是垃圾。如今，不仅
村庄环境美化了，村里老人都能按月领到零花钱。”丁家庄子村民张秀丽说。

丁家庄子村地处盐碱地，有着丰富的卤水资源。2007年前后，村里招商
引资建起两家溴素厂，每家每年承包费28万元。

2011年，羊口镇党委政府按照上级决策部署规划建设渤海化工园二期工
程，丁家庄子村1000亩土地被划入其中。为让村民转变观念，村里多次召开
党员大会、村民代表大会，村“两委”负责人带头入户做了大量思想工作，
最终全村流转土地2000亩，仅此一项村集体年增收200万元。

“以前村里主要矛盾集中在赡养老人上，兄弟姐妹们几个为谁拿钱多闹
矛盾，老人为子女出钱少闹矛盾，根本原因就是经济不行，拿不出钱养老
人。现在经济条件好了，村里每月给老人发钱，足够老人用，这些矛盾也就
不存在了。”丁秀峰说。

任家庄子村流转了2000余亩土地，承包出去盐田共9000余亩，村集体收
入一年上一个台阶。据统计，任家庄子2016年村集体收入达600万元。

集体收入的增加，也让村民享受到了更多福利。任家庄子投资对村庄道
路的路灯进行了更换，并对村里的自来水线路进行了改造，路两边的排水沟
也进行了整修。

除此之外，村民每人每年可以领到9000元的分红，60岁以上的老人每年
有价值200元的春节物资，80岁以上的老人每年还有1000元的春节贺金。

西桃园村是寿光最西北部的村。借助5年一调地的机会，西桃园村把村北
部一片400亩的土地承包出去。这400亩土地全部用作建设生态林场，每年可收
入近40万元。每年的村集体收入全部用作村民福利，每人每年发1000元。

羊口镇南宅科村，村委大院的墙壁上悬挂着红白喜事理事会成员名单，
张贴着“移风易俗倡文明摒弃陋习树新风”的宣传单。

“原先三天的白事现在一至两天完成，火化后直接入公墓，不再待客。
一场丧事办下来，花费3000元钱就够了。”南宅科村党支部书记王培利说，
喜事上当天完成，不请客、不送礼、不摆宴。

在前几年，南宅科村婚丧嫁娶大操大办之风却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过去在南宅科村，但凡哪家的老人过世，凡是沾亲带故的老少爷们都要

到场，逝者家属要披麻戴孝，“福气”远的就要帮忙待客，一场丧事要做足
三天。主家还要管“帮忙的”一日三餐，一场丧事办下来，花费一两万元。

前些年，南宅科村“两委”力推丧事简办，减轻村民经济负担。但村里
不少老人们还都固守老祖宗留下的老习俗。南宅科村村委成员选了6名威信
高、公道正派、热心服务的村民组成红白理事会。自此以后，该村的丧葬行
为发生了变化：家属不披麻戴孝，改为胸前戴白花。不使用纸人、纸马等纸
扎迷信物品，改为了花圈祭拜。吃大席改为吃大锅饭，吃完饭客人就走人。
随着移风易俗的深化，南宅科村婚丧嫁娶越来越简化。

“农村办红白喜事最怕攀比，自从村里出台了办法，大家都这么办，也
就没了攀比，不管主家还是客人，也都少了些折腾。”南宅科村村民王金建
说，这样不仅节省了开支，而且省时省力。

自移风易俗以来，南宅科村近百场白事均没有出现违“规”现象。
羊口镇齐家庄子村，现在一场丧事24小时之内完成，一场婚礼由三天缩

短到了一天。在过去，一场婚礼忙活三天才算圆满结束，迎娶婚车更是成
串。结婚期间还要大摆宴席，有的人家结婚，为了准备宴席就要前前后后忙
活半个月。

羊羊口口镇镇区区的的一一至至六六居居委委联联合合成成立立了了羊羊口口镇镇红红白白理理事事会会。。该该会会长长孙孙乐乐居居
说说，，主主要要工工作作是是推推动动一一至至六六居居委委的的居居民民红红白白公公事事简简办办、、快快办办，，摒摒弃弃不不良良习习
俗俗，，宣宣传传移移风风易易俗俗。。

红红白白理理事事会会的的成成员员在在居居民民有有红红白白公公事事的的时时候候，，以以帮帮忙忙的的形形式式现现场场参参与与指指
导导。。““虽虽然然没没有有工工资资，，但但是是老老少少爷爷们们把把我我们们选选出出来来就就是是对对我我们们的的信信任任，，肩肩上上有有
责责任任，，做做事事就就要要做做好好，，尽尽力力为为农农村村的的精精神神文文明明建建设设出出一一分分力力。。””孙孙乐乐举举说说。。

现现在在婚婚事事简简办办在在羊羊口口年年轻轻一一代代里里也也越越来来越越被被接接受受。。““随随着着时时间间的的推推移移和和
工工作作的的继继续续开开展展，，各各种种社社会会风风俗俗会会越越来来越越贴贴近近实实际际，，越越来来越越文文明明有有序序。。””孙孙
乐乐举举说说。。

今年的乡村振兴计划中，羊口镇将依托渔业独
特基因、历史文化资源，发展集休闲、观光、餐饮
于一体的渔家乐。

羊口，有齐鲁船老大之称，世世代代的羊口
人面对同一片大海，靠海而渔，享受大海的馈
赠。羊口人的捕鱼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朝，传说唐
王李世民时代，边防兵营就开始在小清河以北驻
扎，后来稀疏的渔民开始慢慢聚集到此。 1 8 6 4
年，羊口开始设港通商，从此之后将近一个世纪
的时间里，渔民以渔为生。如今，羊口镇拥有注
册渔船近700艘。

3月3日，农历正月十六，一年一度的祭海祈福

仪式在寿光渔港举行。现场，锣鼓齐奏，鞭炮齐
放，一首祭海辞，更是道出了渔民们对鱼虾满仓、
人船平安的美好祈盼。除了渔民通过祭海仪式表达
朴素的愿望之外，羊口祭海节正成为极具观赏性的
文化活动。前来参加祭海祈福仪式的渔民表示，每
年他们都会准时参加，而且，来参加祭海活动的不
仅仅是羊口本地的渔民，隆重的祭海仪式还吸引了
很多外地人。

在码头，渔船紧密而又整齐地停靠在港口的岸
边，每条渔船上都插着旗子，船身贴着喜庆的红
“福”。在驾驶舱的门前都贴着对联，“财如春潮
涌，海随人心愿”“天赐平安福，海献顺意财”

等，表达了渔民对新一年的美好憧憬。随着声声爆
竹，不少渔民准备好鱼、肉、糕饼等祭品，祷告祈
福。

羊口镇个体近海渔民互助协会会长孙效宝表
示，祭海节由来已久，自羊口开埠后，由老码头南
迁居住的渔民及渔民家属为祈求风调雨顺、保人船
平安、赐鱼虾满舱发展而来。在每年的正月十六，
家家户户蒸好大饽饽，备鸡、鱼、肉、菜及水果烟
酒等供品，扶老携幼，手提各式各样亲手扎制的河
灯、海灯，身穿节日盛装陆续来到小清河边，祈求
平安丰收。同时，把点燃的河灯、海灯放至水中，
希望渔民出海天天鱼虾满仓、年年吉祥如意。

活动后，200余艘渔船出海，小清河河面上千船
竞发，顺河而出，驶向无际的大海。

“羊口有丰富的渔业文化，发展旅游休闲餐
饮，可谓天时地利人和，正逢其时。”孙效宝说。

集体经济强 村民福利好

走进南宅科村，给人的感觉是干净整洁。
南宅科村共有360户村民，家家户户门前、10条

巷子上一点垃圾都没有。
“垃圾都到垃圾桶里了。”村民王金章说。

寿光实行环卫一体化托管以后，南宅科村有了4名
保洁员，并且配上了46个垃圾桶，几乎每隔几步
就有两个，村民出门顺手就能扔掉垃圾，而且垃
圾清运得很及时，前一天扔的垃圾第二天接着就
能运走。

“拎着垃圾出门，发现垃圾桶已经满了，或者
把垃圾拎回家或者走出50米扔到其它垃圾桶里，但
绝不会把垃圾随手扔地上，体现着一个人的习惯和
素质。”王培利说。

““以以前前村村里里虽虽然然硬硬化化了了路路面面，，但但没没有有垃垃圾圾桶桶，，
村村民民们们都都趁趁天天黑黑提提着着垃垃圾圾袋袋往往外外扔扔，，巷巷子子路路两两侧侧堆堆
得得都都是是垃垃圾圾，，车车都都没没法法走走。。””菜菜央央子子村村村村民民杨杨树树英英
说说。。

羊羊口口镇镇郑郑家家村村，，排排水水渠渠被被砌砌得得整整整整齐齐齐齐，，路路面面
上上干干净净整整洁洁，，看看不不到到半半点点乱乱堆堆乱乱放放的的杂杂物物。。保保洁洁员员
张张法法永永说说，，现现在在村村民民素素质质高高了了，，几几乎乎没没有有人人再再乱乱丢丢
垃垃圾圾。。

““一一开开始始，，我我们们都都是是为为应应付付上上面面检检查查才才突突击击打打
扫扫一一下下，，后后来来慢慢慢慢习习惯惯了了，，平平日日里里就就常常常常打打扫扫。。””
郑郑家家村村村村民民国国建建平平说说。。

如如今今，，羊羊口口镇镇推推进进美美丽丽乡乡村村建建设设，，发发动动老老百百姓姓
共共同同参参与与，，靠靠的的是是让让乡乡村村的的美美丽丽与与群群众众利利益益密密切切相相
关关。。

为了提高群众参与美丽乡村建设的积极性，羊
口镇各村委把年底分红与环境保持情况进行挂钩，
通过每年若干次的环境卫生抽查，督促老百姓把自
家管理区域的卫生整理干净，如果出现脏乱差的情
况要从年底分红中进行一定扣除。

做饭要生火，老百姓烧柴草习惯了，每年必定
囤积一些，而柴草堆的周围一直以来都是脏乱差的
重点区域。清除柴草堆，老百姓不愿意，清除了柴

草做饭烧什么？羊口镇从群众的需求入手，有接近
一半的村实现了每口人每年分一罐液化气，一罐液
化气在30斤左右，一家四口人就能分四罐，做饭烧
水足够用了。有了液化气，柴草自然用不到了，老
百姓主动把柴草清除掉，巷子里不见了一个个难看
的草垛，胡同里亮堂多了。

为提高村党支部书记的工作积极性，同时对表
现突出的党支部书记进行奖励，羊口镇实行“以奖
代补”的方式，对工作成绩突出的村党支部书记进
行现金奖励。

机制的保障让羊口的乡村愈加美丽，并且让这
样的美丽长久保持。

婚丧简办 省时省钱

齐鲁船老大 瞄准渔文化

美丽乡村 美在长久

特色农业正在兴起

①村内广场一角
②建起新大棚，农民有了新奔头
③羊口镇村村通公交
④医务人员下乡为村民义诊

⑤文化墙成为宣传主阵地
⑥移风易俗成效明显
⑦新农村新楼房新环境
⑧羊口村里建起休闲文化广场

图片说明：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⑤⑤ ⑥⑥

⑦⑦

⑧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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