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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梦 本报通讯员 崔颖 孟凌云

初夏的乡间，花香袭人，喜鹊枝头闹。记者来到位于东阿
县大桥镇麻庄村老党员张绪清的家中，推开虚掩的大门，只见
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正戴着一副老旧花镜，在院子里专心抄
写着什么。

“这位就是张绪清老人，是81岁的的老党员了！”村支书赵
书强介绍。细看老人，穿戴整齐，精神头很好。此时，他正坐在
小马扎上，身前一张小方桌上摆放着《中国共产党章程》，大演
草本上的墨迹尚未干透，小方桌旁的老凳子上，整整齐齐放着
已经用完的一大摞本子。

抄党章，学党章，成了这位耄耋老党员的日常生活。村支
部会议室醒目位置悬挂着一幅工整的毛笔字党章就出自老人
之手，整洁的纸面、清秀的字体，透着写作人的诚恳和真挚。

说起为何抄党章，张绪清老人的理由很简单：“国家好，党
好，社会好，能让我们这些老年人生活有保障，我一辈子都感
谢国家，感谢党。”

张绪清老两口原是村里的贫困户，主要收入来源自2亩土
地的流转地所得：“俺老伴身体不好，常年吃药，我年龄也大
了，干不了地里的活，就把地流转出去了，一年到头也就6000
块钱，日子难了点。”而现在，张绪清老人颇感满足。扶贫攻坚
战打响之后，通过精准识别，张绪清老两口被列入重点扶持对
象，通过大棚受益和光伏受益分红，收入实现了翻番。

“我们村投资30万元建设了3个高标准温室蔬菜大棚，年
收益3万元，用于像我这样无劳动能力的贫困户脱贫增收；还
投资32万元建设光伏发电项目，保证贫困群众脱贫增收稳定
长效。”赵书强接过话头说：“村里还根据每个贫困人口的自身
情况，因人因户分类施策，让贫困户群众真正享受到脱贫攻坚
成果。”短短两年间，村里的贫困户全部实现了脱贫。

这位有着48年党龄的老党员，想把对党和对国家的感激
之情找个出口倾注出来，于是他拿起笔，抄党章、抄十九大报
告、抄入党誓词。“有空就写，写一遍，念一遍，印象深刻。”今年
1月，省农工办一个扶贫项目暗访组正好来到麻庄村，路过张
绪清老人家，无意中发现了正在认真抄写十九大报告的张老
汉，大家很受震动，工作组回省城后，将此事汇报给了省委主
要领导。

张老汉说，“党员为党服务为人民服务没有退休日，我虽
然老了，只要还能拿起笔，我就要以抄写党章的形式，表达爱
党之情。”

□本报记者 刘磊 本报通讯员 陈卫华 宫瑞

4月9日一大早，一走进淄博市临淄区皇城镇坡子村贫困户
冯其强家，一股香甜气扑鼻而来。屋子里，自动煎饼机轰隆隆地
运转着，一叠叠刚出炉的金黄色煎饼格外诱人。冯其强蹲在煎饼
机旁，一会搅一下面糊，一会刷一遍黄油，忙得热火朝天。

现年58岁的冯其强因残疾至今独自一人生活。“年轻时，
靠干木工活，日子还能过得下去，后来年纪大了，木工活干不
动了。”冯其强回忆说。没了收入来源，每年还得支出2000多元
的医药费，生活陷入了贫困。

虽然身体有残疾，冯其强却不愿“坐等救助”，一直想着
“靠劳动取酬”。当年干木工活时，冯其强见过别人用机器制作
煎饼，2012年底，冯其强拿着东拼西凑来的26000多元，购买了
一台自动煎饼机。

“一开始技术不行，温度控制不好，水面配比不准，做出来
的煎饼不成形，没人买。”第一次制做煎饼，冯其强就遇到了技
术难题。

转机出现在2013年春。这年3月，临淄区启动了“合力救助
帮扶、增进民生福祉”行动，制订了“分类施救、一户一策”的救
助帮扶措施，建立起“长期帮扶、动态管理”长效机制。行动启
动没多久，救助帮扶工作人员了解到冯其强的困难后，为其联
系了外出学习技术的事宜，镇政府还出资两万多元，把坡子村
的废弃学校进行修缮，提供给冯其强作生产生活之用。

学了新技术，有了新车间，冯其强的煎饼生意逐渐步入正
轨。如今，他每年能制作约两万斤煎饼，一年纯收入达9000元，
彻底摆脱了贫困。“现在，周围十里八村的人都来我这摊煎饼
吃，就连青州、广饶的客户也来订煎饼。”冯其强高兴地说。生
意越来越好，冯其强还雇了两名村民给他帮忙，他也因此有了
一个新头衔——— 煎饼老板。“为了帮助他把生意干好，现在我
们正帮着他申请商标、设计包装，走品牌化道路。”皇城镇民政
办主任孙宁说。

□记者 王洪涛
通讯员 高云野 报道
本报临沂讯 记者从临沂市有关部门

获悉，国家林业局造林绿化管理司日前印
发了《关于公布全国经济林产业区域特色
品牌建设试点单位的通知》，确定42家单
位为全国经济林产业区域特色品牌建设试
点，“费县核桃”榜上有名，“费县核
桃”“新泰樱桃”“沾化冬枣”成为我省
仅有的3个入选的区域特色品牌。

费县是“中国核桃之乡”，目前，该
县核桃种植面积达22万亩，年产核桃2350
万公斤，年产值8 . 3亿元，仅此一项就实现

项目区人均增收3000元，成为当地绿色富
民的支柱产业。费县核桃品牌的打造是费
县以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品牌农
业强县为目标，实施农业品牌化战略，辐
射带动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的一个缩影。

“加快基地建设和强化品牌培育是我
们打造品牌效应的两个主要方向。”费县
农业局局长王永祥介绍，该县以发展设施
蔬菜和优质特色果茶为建设重点，着力打
造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全县共发展优质农
产品基地面积28 . 31万亩、建成市级农业精
品示范园区32个。同时，扎实推进农产品
品质品牌“双品共建”活动，已认证“三

品一标”农产品86个，打造过亿元农产品
区域公用品牌4个，即费县山楂、费县核
桃、胡阳西红柿、费县板栗。

“在2017年度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价值评估中，胡阳西红柿评估价值达到
了5 . 39亿元。”王永祥介绍，品牌建设也
是现代农业的转型升级，会产生巨大的社
会经济效益。截至目前，胡阳镇建成优质
西红柿基地1 . 8万亩，有6000余户种植专业
户，西红柿年产量达3 . 6亿斤，是鲁南地区
最大的温室西红柿生产基地，年产值达10
亿元。去年，该镇与上海蔬菜集团共建上
海市外延蔬菜生产基地，在去冬西红柿价

格低迷的情况下确保了柿农较好的收益。
据悉，为做好品牌农业产品的销售，

费县除了直接与上海等高端市场对接，还
将农产品的销售与互联网紧密结合起来，
探索电商帮扶特色模式。据临沂齐尚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闵超介绍，该公司现
已在全县57个村设立了农村电商服务站点。

“除了帮销这些耳熟能详的品牌农产品，我
们还积极帮助贫困农民创收。现在正进行地
瓜秧苗收购，市场收购价为5分钱一棵，而我
们的收购价为1毛钱一棵。收购持续两个月，
平均每天收购量在10万棵以上，为农民额外
创收20余万元。”闵超说。

核桃之乡培育4个过亿元农产品区域特色品牌

费县品牌农业担纲转型“大戏”

◆关注区域特色品牌 “一张煎饼”摊出

贫困户老冯新生活

八旬老党员的爱党情
□本报记者 姜言明
本报通讯员 赵洁 白龙

“我们的大棚樱桃比陆地早熟一个多
月，贵的每斤90元，便宜的也要60元到70元
一斤。”近日，记者走进新泰市谷里镇高效农
业科技示范园的樱桃大棚内，只见红彤彤的
樱桃已经成熟挂满了枝头。据示范园总经理
周斌介绍，他们园区现培植七大品种的樱
桃，有的品种成熟期糖分能达到22%以上，
良好的品质吸引了全国各地多家客商，在樱
桃成熟前一周就驻扎到当地，只为抢购到早
熟的大樱桃。

谷里镇高效农业科技示范园里樱桃种
植面积1500余亩，栽培樱桃10万余株，产量
能达到1200斤以上。其中樱桃大棚33个，栽
培大棚樱桃1 . 6万多株，每棚产值可达20万
元左右。园区还以“公司+农户”的形式，向
四周延伸带动白杨沟村、老牛沟村、高南村、
高东村等九个村的果农发展大樱桃3000余
亩，致力于打造万亩优质高产的大樱桃基
地。

为进一步完善产业链，园区今年又建了
樱桃深加工酵素厂，对樱桃进行深加工，提
高产品附加值，提升市场占有率。同时发展
休闲采摘，打造集林果栽培、农产品深加工、
观光旅游于一体的三产融合现代农业示范
区。

樱桃只是新泰市大力发展特色经济林
富民主导产业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新泰坚
持规模化发展思路，探索形成了“大户承包

引领式、招商引资助推式、合作协会促动式、
特色果品拉动式、产业融合联动式”五种造
林模式，打造了西部樱桃、北部珍珠油杏、龙

廷苹果等五大基地，全市共建成谷里镇樱桃
园这样的规模以上特色经济林基地46片。

为助力乡村振兴工程，新泰按照“生
活+”北部休闲观光、“生产+”中西部设施
蔬菜、“生态+”东南部绿色生态三条产业
带总体布局，编制了全市林业产业发展规
划，形成“建一区带六片连百园”的总体格
局；同时通过财政资金的撬动，吸引大批
社会资本投资特色林业。

“对集中连片发展经济林1000亩以上
的，每亩扶持100元；对当年完成固定资产
投资500万元以上的林业企业，给予30万—
120万元贷款贴息；对注册资金100万元以
上、带动农户100户以上的合作社扶持5万
元—15万元。”据新泰市林业局局长李秀
新介绍，去年以来投入林业领域的社会资
本已达6 . 6亿元。

新泰还实施林业龙头企业递进培养工
程，全市规模以上林业龙头企业达到91
家，发展林果专业合作社412家，其中省
级示范社16家，带动农户8 . 6万户，家庭
林场230家。截至目前，全市经济林总面
积41 . 9万亩，果品产量达到29 . 1万吨；直
接或间接从事特色经济林产业的人数达37
万人，林果专业村达到228个，果农人均
年收入1 . 7万元。被确定为全国集体林业
综合改革试验示范区、全国林下经济示
范基地。

“新泰樱桃”入选国家区域特色品牌

小樱桃撑起乡村振兴“大产业”

□记者 李剑桥
通讯员 贾海宁 王建彬 报道
本报滨州讯 近日，国家林业局下

发了《关于公布全国经济林产业区域特
色品牌建设试点单位的通知》，确定42
家单位为全国经济林产业区域特色品牌
建设试点，其中沾化冬枣成功入选全国
经济林产业区域特色品牌，这是“沾化
冬枣”品牌建设获得的又一项重量级殊
荣。

枣农隆新华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
“沾化冬枣更有名了，往后更得好好种
了！”

“大棚除了能减少物理灾害外，更是
冬枣提升质量的前提，有了大棚，病虫害
会减少很多，农药量也会随之减少，冬枣
质量就随之提升了。”沾化区泊头镇朱家
村枣农隆新华向本村枣农介绍经验，“以
前面对病虫害，大多数枣农是靠‘治’，
也就是靠打农药，农药多了，枣质肯定下
降。现在我们冬枣园都是靠‘防’，以杀
虫灯、诱虫罐、粘虫板等等，来取代用
药，品质上升了，吃着也安全了。”前来
“取经学艺”的枣农听后不住地点头赞
同。

“沾化冬枣成功入选全国品牌，我们

压力更大了。‘沃土工程’要加速。”沾
化区冬枣办副主任李良民说，“枣要长得
好，首先树势得好。‘沃土工程’让冬枣
外有其表、内有其质。”，“化肥能让枣
树快速转旺，可这仅是一种‘亚健康’假
象，要想养壮树势，就得增施有机肥，让
园土、水肥等资源优化配置。”

“现在国内外高端水果市场看重的是
品质，市场需要啥样的冬枣，我们就生产
啥样的冬枣，这就是我们冬枣产业的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沾化区下洼镇东平村支
部书记王荣凯说。

沾化冬枣正在走向精品化，“不以产

量论英雄，要以品质论成败”成为枣农的
共识。

近年来，沾化区围绕推进“新六产”
为目标，大力实施“沾化冬枣健康智慧工
程”，推进疏密间伐、品种改良、设施栽
培、品牌建设等重点工作，计划年内完成
疏密间伐4万亩，改良沾冬2号1万亩，发展
大棚冬枣1万亩，新建标准化示范园100
处，创建全国冬枣知名品牌示范区。目
前，沾化冬枣总面积达50万亩，2017年全
区商品果总产量5 . 66亿斤，实现销售收入
25亿元，产业产值30亿元，枣农人均纯收
入8245元。

不以产量论英雄 要以品质论成败

沾化冬枣品牌之路再延伸

□通讯员 崔仲恺 报道
初夏，游客亓女士在新泰市谷里镇一处樱桃园内采摘樱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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