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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孙亚飞 王兆锋
本报通讯员 肖邦

城郊村如何立足自身优势发展精致农业、
高效农业，促进乡村振兴？聊城经济技术开发
区蒋官屯街道邓官屯村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在聊城市最大的花卉集散地——— 邓官屯花
卉市场，一个花卉大棚1000多平方米，一年纯
利润可达40万元。

记者走进花卉经营者汪鑫承包的大棚，各
式花卉争奇斗艳，阵阵花香扑鼻而来。汪鑫告
诉记者，之所以选择邓官屯花卉市场，是因为
这里紧邻滨河大道与北外环，交通便利，环境
优美。她承包的6个大棚，去年营业额已达100
万元。

随着慕名而来的花卉经营者越来越多，眼
光独到的经营者李强承包了一处临街1100平方

米的大棚，里面摆放了上百种样式的花盆，拉
长了花卉市场产业链条。“我发现了，在这个
花卉市场内，只有卖花的，没有卖盆的。我就
看准这个空白点，租赁大棚卖花盆。从广东、
景德镇、临沂等地进花盆，市场前景很好。”
李强介绍。

“推进乡村振兴，首先要推进产业振兴。
我们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发展花卉产业。花卉
市场现有花卉销售温室9个、面积2万平方米，
主要销售南方观叶植物、青州小盆栽、福建多
肉植物和浙江花盆，销售范围辐射聊城各县市
区，年销售收入达5000余万元。在发展花卉市
场的基础上，我们成立了聊城卉润花卉园艺有
限公司，主要种植红掌、茱萸、绿萝等观赏类
绿植，真正实现了花卉‘花棚种植—市场销
售—客户采购—定期养护’的一站式服务。公
司有10名技术人员，与山东农科院、聊城大学

农学院建立了技术合作。花卉种植收益可达
120元/平方米，年收益可达500余万元。”邓官
屯花卉市场发起人、邓官屯村党支部书记高恒
涛介绍。

按照经济技术开发区提出的发展“六大新
动能”中关于“发展花卉产业、转换一产新动
能”的工作要求，蒋官屯街道办事处作为经济
技术开发区发展花卉产业的主阵地，把发展花
卉产业作为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
的重要举措。

在高恒涛的花卉大棚里，63岁的村民鲁东
喜正在给花喷水，“活不累，一天50元。”和
鲁东喜在一个棚里务工的，还有来自秦庄村的
杨凤全，她之前在城区的饭店打工。花卉市场
建起来后，周边很多村民都来到了这里。“我
们觉得在花卉市场打工，离家近，打工之余还
能照顾家庭。而一月工资2000元，一点不比之

前在城区打工挣得少。”杨凤全说。
“今年，我们被山东省林业厅评选为‘齐

鲁花卉产业示范企业’，我被评为‘全省花卉
产业带头人’。我们还通过与聊城大学合作，
作为产学研基地一起探索平原地区精致农业、
高效农业发展的新模式，这对农业增效和农民
增收具有促进带动作用。”高恒涛说。

据悉，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通过发挥这一
核心基地的示范带动作用，计划利用5年时
间，建设现代化花卉交易市场、连栋温室花卉
生产示范区、花卉组培中心，完善基础配套建
设，带动花卉观光旅游、生态休闲养生等朝阳
产业的发展。通过示范作用及技术支持，带动
开发区5万亩土地的“一产新动能”转换，调
整农业产业结构，增加农民的收入，扩大社会
就业，促进经济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全
区的跨越发展。

城郊村发展精致高效农业推进乡村产业振兴

邓官屯：花开别样红

□ 本 报 记 者 李梦 肖会
本报通讯员 肖邦

晶莹的葡萄，鲜红的草莓，葱绿的豆角，
让大棚显得生机勃勃，春意盎然。按照“精准
摸底、精准施策和精准验收”的原则，聊城经
济技术开发区广平乡统筹部署，由户及人，让
颜庄村这个远近闻名的省定贫困村，改变了模
样。3月23日，记者走进了颜庄村，探寻变化
之源。

果蔬大棚拓宽脱贫之路

“我今年66岁，妻子因病丧失劳动能力，
生活贫困。2016年，乡里开展精准扶贫，引进
了葡萄大棚种植项目，使我的生活有了保
障。”村民颜成旺说。

颜庄村，位于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广平乡
东南部，有260户村民，其中特困户30余户。由
于地处偏远，交通闭塞，经济发展一直相对滞
缓。实施扶贫攻坚以来，广平乡党委在多方调
研的基础上，确定了产业拉动的扶贫策略。

2015年，广平乡利用15万元扶贫资金，在颜庄
村建起11座大棚对外招商，经营者拿出利润的
10%反哺贫困家庭。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还
可以直接承包大棚。

“我在葡萄坐果前间种西瓜，一年就收入
了2万元。葡萄结果，第一年就卖了4万元，今
年产量还能翻一番！”颜成旺高兴地说。

“2017年,颜庄村冬暖式大棚项目共投入财
政专项扶贫资金280万元，涉及10个省定贫困村
272户贫困户622名贫困人口，大棚建设面积约
18120平方米。2017年16 . 8万元收益已经发放给
各村贫困户，扶贫政策资金项目惠及率100%。
目前全村葡萄大棚已经初具规模，切实拓宽了
颜庄村贫困群众脱贫之路。”站在充满绿意的
果蔬大棚中，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扶贫办工作
人员张博深说。

综合整治扮靓美丽乡村

要想富，先修路。多年前，颜庄村没有一
条像样的路，村民出外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
泥。2016年以来，广平乡以综合环境整治为契

机，大力推进颜庄村的基础设施配套建设。除
了修建了长1 . 8公里的环村公路，还配套了总
长8公里的胡同硬化工程，硬化的路面一直连
接到每户村民门口。

为彻底解决农田灌溉的“靠天吃饭”问
题，广平乡扶贫办、村委会与多部门协调联
系，疏通了一条6公里的河道，改建了原来河
道上3座生产桥，并在上游建起了一座节制
闸。为农田打了15眼机井，基本实现了旱涝保
收。

“几年来，在各级扶贫部门的帮助下，我
们先后争取上级资金19万元，修建了300平方米
的村内文化活动广场、配套20件体育健身器
材，新修下水道3千米，对全村进行整体绿化
改造，完成村内变压器的增容和256户村民自
来水改造，为9户群众进行危房改造。在精准
扶贫政策下，颜庄村彻底改变了一穷二白的落
后面貌。”站在宽阔的马路上，村党支部书记
梁树清向记者介绍。

多元增收激活致富梦想

柏油路宽阔平坦，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漫
步在颜庄村，收入眼底的是长势喜人的麦苗和
接连成片的大棚，还有村居屋顶的一排排光伏
发电板。

王秀芹现年46岁，几年前丈夫因意外车祸
去世，她独自一人靠着几亩薄田，拉扯3个上
学的孩子。精准扶贫开始后，在村委会的帮助
下，王秀芹把土地流转给永鹏种植合作社进行
托管，并获得一份为作物施肥打药的工作，此
一项每天收入100多元。同时，吃苦耐劳的王
秀芹还当起了村里的保洁员，不管刮风下雨还
是烈日酷暑，她都兢兢业业坚守岗位。她说：
“精准扶贫不仅让我摆脱贫困，更唤醒了自己
对幸福的向往，我要努力工作，带着孩子们享
受更幸福的生活。”

颜庄村的增收致富之路越走越宽，2017
年，经过积极对接，新华联新能源科技公司在
颜庄村捐资24万元建起30千瓦光伏电站，年均
发电收入3 . 6万元左右。“电站工作年限可达25
年，收入归村集体支配，用于向贫困户投放扶
贫款物。村民的生活会越来越红火。”梁树清
说。

精准施策 产业扶贫 多元增收

穷村变身美丽新乡村

□记者 孙亚飞 通讯员 王媛媛 报道
本报聊城讯 “去年住院的花费，新农合给

报销了两次，特惠保险给报了一次，俺家最后只
拿了886块。”3月23日，聊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的刘丽群（化名）告诉记者。她曾患有直肠癌，
化疗、放疗、手术等高额的治疗费用让本不富裕
的家庭陷入困境。

在一次扶贫走访中，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扶
贫干部了解到刘丽群一家的情况，指定专人对其
进行帮扶，并为其购买了扶贫特惠保险。

扶贫特惠保险解民忧

□记者 孙亚飞 通讯员 王媛媛 报道
本报聊城讯 在聊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蒋官

屯街道李守金村贫困户刘永江的新房后面，一间
黑洞洞的老旧砖房还没来得及拆。

“这房是我花了2万块钱自己盖的，后来钱
不够了，也就没套墙皮，将就着住。冬天透风、
雨天漏雨。”刘永江说。2016年，他被街道认定
为危房改造户，没掏一分钱，便住进了现在的三
间新房里，而且政府还为他搬来了新木床、新橱
柜以及一台电视机。村里煤改电后，他家每间房
的墙上也都挂起了电暖气。

“我住进这个新房正好赶在去年冬天前。新
房盖得结实，也不漏风，还有暖气，我算是踏踏
实实过了一个暖冬。”刘永江说。

和刘永江一样，2017年，经济技术开发区共
有54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危房得到改造。实施过
程中，按照“村民申请、村镇公示、集中上报、检查
验收”的标准，以户均1万元的标准，重点解决贫困
村、贫困人员的危房改造问题，优先安置生存条件
差的贫困村民。对于分散供养五保户、无改造必要
的，统一规划进行集中安置。在全力推动危房改
造工程的同时，经济技术开发区还根据市扶贫领
导小组文件精神，投入67万元为全区危房改造的
贫困户统一发放了床、衣柜、联邦椅等家具，进
一步改善了贫困户的居住生活环境。

开发区

改善贫困户居住环境

□赵玉国 报道
3月20日，茌平县贾寨镇耿张村的农民在田

间给小麦追肥。当前，聊城各地陆续进入春耕春
播春管的农忙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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