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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下甜蜜桃 摘掉贫困帽
——— 我省精准扶贫的一个片断

□ 本报记者 刘春德

2015年－2018年，三年内我省累计
减少贫困人口251 . 6万人，8654个省扶
贫工作重点村全部退出，圆满实现
“2018年基本完成”的脱贫攻坚工作目
标。2018年，我省对脱贫攻坚工作提出
新的目标，“2018年基本完成、2019年
巩固提升、2020年全面完成”。

——— 题记

站在桃树下的折叠梯上，抬头，手
抓桃子轻轻一扭，一颗鲜红的蜜桃摘
下……桃园里，桃子一筐又一筐。9月
11日，蒙阴县垛庄镇桑园村旁的蒙山
上，到处是采摘蜜桃的村民，到处洋溢
着欢庆的气氛。

村民魏顺强摘下一个桃子，对记者
说，临近中秋节时，桃子需求量大，这
一单是威海的超市定购的，总共两万
斤，每斤卖一块六，一单就能挣3 . 2万
元。

正是凭借蒙山上3000亩桃树及其他
种养业的帮助，曾有一半农户被认定为
贫困户的桑园村，2017年底全部脱贫，
2018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988元，
目前全村仅有部分老人、病残者、无劳
动能力者继续享受扶贫政策。

桑园村位于蒙山深处，出门四面

是山，过去仅有一条土路通往外界。
这条路最窄处只能容一人通过，村民
到12公里外的垛庄赶集要走三四个小
时。80岁的王宝顺告诉记者，小时候
最盼父母带自己去垛庄赶集，然而当
美梦成真的时候，刚从家里走到半
路，自己就已累得哭了起来。多年来，
村里以种高粱、谷子、地瓜等耐旱作物
为主，一年到头，吃的是掺杂着大量野
菜的绿煎饼。20世纪90年代，村民曾在
山上种植板栗等经济果木，但也没走上
致富路。

2014年，我省为农村扶贫对象建档
立卡。当年，桑园村416户中有213户被
认定为贫困户，总计568人。2015年，
桑园村被确定为省定贫困村。据了解，
当年全省共确定像桑园村这样的省定贫
困村7005个，贫困人口519 . 5万人。

马金存老人是桑园村568名贫困人
口中的一员。他有一子二女，儿子长
年在福州打工，两个女儿已嫁人，只
有他和老伴在家务农。老人说，精准
扶贫前的2013年，家里7亩山地主要
种板栗，还有一点儿桃树，那一年板
栗毛收入5000多元，亩均纯收入不到
100元。

2014年，镇上依据山区地形、果树
的比较效益，推出精准扶贫措施：种桃
树。这年，镇政府无偿为桑园村发放桃

苗2 . 4万株，全村平均每人10余株。
2015年，镇政府为村里贫困户无偿发放
桃苗23210株，平均每户110余株。马金
存老人除了两次领取镇政府发的桃苗，
自己又买了一些，在7亩承包地上种桃
树苗4亩，近400株。

也就在这时，村里成立了宝增果品
专业合作社。合作社同山东果树研究所
挂上钩，桑园村成为研究所蜜桃新品
种、新技术的推广示范基地。合作社还
是蒙阴县科学技术协会的科普示范基
地，县科协每年到村里举办3－4次培训
班。马金存虽然没加入合作社，但他经
常来合作社听技术培训，加上管理用
心，他的桃子个儿大、味甜，卖得很
好。2018年，马金存的桃林产桃1 . 4万
斤，收入1 . 4万余元。加上种板栗、养
羊的收入，2018年马金存老两口收入
2 . 8万多元，是2013年的五倍多。经过
镇政府的两次推动，桑园村桃子种植面
积由1200亩增长到3000亩，人均可支配
收入增长到12988元。

为了便于桃子销售，在扶贫政策资
金支持下，桑园村投入54 . 5万元，修
了2 . 5公里的水泥路，并和山外的道路
连接上，现在收桃子的货车能直接开到
桃林。汽车装满桃子，15分钟能到达垛
庄镇。

2017年，全村213户贫困户成功脱

贫，为巩固扶贫成果，他们继续享受精
准扶贫政策。经过验收，从今年8月开
始，马金存等140多户不再享受扶贫政
策。

2018年，桑园村退出“省扶贫工作
重点村”。

59岁的王贤明种桃树7 . 5亩，年收
入2 . 2万元以上，已摘掉贫困户帽子。
他在2014年加入宝增果品专业合作社，
桃林中有2 . 5亩承包自合作社。合作社
提供“夏甜”“秋彤”等优良品种，统
一购药、施药，统一销售。今年，山东
果树研究所在合作社桃林免费安装了虫
害监测设备，免费向合作社提供杀虫技
术指导。王贤明说，没有合作社作后
盾，他怎么也侍弄不了这么多桃子！他
承包自合作社的2 . 5亩桃子，每斤比其
他桃子多卖0 . 2－0 . 3元。魏顺强介
绍，合作社内桃林每亩可使村民增收
1500元。目前，合作社共有核心社员4
名，带动种植户100多户，其中有19户
曾为贫困户。

目前，桑园村有71户脱贫户继续享
受扶贫政策。为进一步巩固脱贫成果，
桑园村正开展饮水、危房改造等工程，
在做强桃业的同时，根据市场需求、村
民老龄化趋势，推广种植花椒、榛子等
管理相对轻松的经济林木。

西瓜学问大 品牌文章多
———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一个侧影

□ 本报记者 马海燕 王琛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必须打牢
产业振兴这个基础，大力实施品牌战
略。近年来，我省大力实施“质量兴
农、品牌强农”战略。在全国率先建立
了山东省知名农产品品牌目录制度，制
定并发布了省知名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企业产品品牌评价地方标准，遴选
推出一批省知名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企业（合作社）产品品牌。

——— 题记

“友光果业”“国伟果业”“金辉
果业”……金秋时节，早已过了西瓜收
购“热季”，但去往邢家常疃村的路
上，西瓜广告牌依然让人眼花缭乱。
“这些都是农户自己的西瓜品牌。”村
党支部书记邢宏志介绍。

坐落于潍坊市寒亭区固堤街道的邢
家常疃村，是一个西瓜种植专业村。全
村237户620多口人，80%的村民以种西

瓜为生。在村里走走，几乎家家门口前
都停了一两辆轿车。据邢宏志介绍，目
前村里户均年收入十余万元，不少村民
在寒亭城区和固堤买了房。

“这样的光景想都不敢想！”谈及
往昔，65岁的村民邢世象唏嘘不已。邢
世象说，他记事时，村里就是坑坑洼洼
的土路，下一场雨路就变一次“脸”，
泥泞难走。村里到处可见的土坯房无序
分布，屋里连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那
时甭说汽车，村里连马车也没几辆。作
物以玉米、小麦为主，这两样亩产过
低，就种地瓜凑合着填饱肚子。

作为农村改革发展“潍坊模式”的
探索者之一，这里的农民较早便有了品
牌意识。1993年，村民郭洪泽注册“郭
牌西瓜”，成为远近闻名的“西瓜大
王”。经过多年摸索后，邢家常疃在
2003年又打出“世超果业”“世泉果
业”等西瓜品牌。截至目前，村里已有
50多个西瓜品牌。

“注册品牌能多赚一半的钱。”

“世泉果业”负责人邢世泉说。注册品
牌前，邢世泉骑车去市场卖瓜，顾客总
对他抱怨，瓜好吃，但下次来买记不清
是在哪个摊位。打出品牌以后，客户买
瓜就有了“坐标”，很快就能找到邢世
泉，就算每个瓜贵几块钱，还是有很多
人买。

“村民有了自己的西瓜品牌，不但
有利于销售，村民之间还形成竞争，提
高质量、注重信誉。现在我们邢家常疃
是固堤街道西瓜种植第一村，固堤是寒
亭区西瓜种植第一镇（街）。”邢宏志
的口气里充满自豪。

现在，邢家常疃所在的固堤街道
上，瓜农合作社有几十个。邢家常疃超
过一半的瓜农加入合作社，凡加入合作
社的，无不扩大规模，到外村租种土
地。据介绍，邢家常疃总共有耕地700
亩，其中650亩种西瓜，另外在周边村
租种瓜田1300多亩。

近年来，邢家常疃的瓜业正走向一
三产融合——— 由单一种植向瓜果采摘转

型。每到西瓜成熟期的周末、节假日，
寒亭甚至潍坊的市民便会带着孩子来村
里采摘西瓜。邢宏志的瓜地在大路边，
年均二十余万元的收入，四分之一来源
于采摘。

作为“潍坊模式”的另一标志，这
里建设了寒亭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产业园就在固堤街道，主导产业是寒亭
西瓜、潍县萝卜，是我省三个国家级农
业产业园之一。产业园统一规划、科学
管理，建设面积达90 . 7平方公里。包
括郭牌西瓜合作社在内，目前已有12家
农业企业进驻产业园。据介绍，郭牌西
瓜合作社在产业园内建设西瓜四季立式
种植示范园，占地1000亩，带动邢家常
疃等周边村发展西瓜近6万亩。邢家常
疃村民邢国防，在产业园租种郭牌西瓜
合作社和其他公司的土地共80亩，种西
瓜和蔬菜，年收入几十万元。郭牌西瓜
合作社还在新疆、海南、辽宁、内蒙古
发展种植基地，保证西瓜全年有280天
不间断供应。

图①：蒙阴县垛庄镇桑园村富硒蜜桃果品生产科普基地。(□刘春德 报道)
图②：日照海州湾处的渔船。(□陈辉 孙源泽 报道)

随随着着经经济济社社会会发发展展，，济济南南的的匡匡山山村村已已逐逐渐渐和和城城市市融融为为一一体体。。((□□李李岳岳岳岳 巩巩姗姗 报报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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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村渔业的升级之路
——— 山东海洋强省建设的一片枝叶

□ 本报记者 李岳岳 巩姗

截至2018年底，山东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1 . 18%，16市
常住人口达到700万以上的有7个，我省城乡二元结构的坚冰正在消
融。

——— 题记

在济南城区西北隅，著名景观“齐烟九点”之一的匡山脚下，坐
落着富庶的匡山村，5800多名村民正书写着自己的新市民生活。

9月10日，天高云淡，秋风飒飒，记者走进匡山村，看见一条宽
阔的马路笔直延伸，马路一侧是高楼林立的匡山欣苑小区，另一侧排
列着快餐店、口腔诊所、服务驿站等便民场所。

来到村里的益民文体活动中心，一曲悠扬的葫芦丝合奏《康定情
歌》传入耳畔。表演者之一的张希霞老人神采飞扬，她对记者说道：
“我们也是城里人了，能过上这样的生活，真是想都不敢想！”

“以前从匡山到济南市里，要走整整一个上午。”回忆起小时候的
场景，70岁的朱希珍颇有感触，“我记事起就住着土坯房，一到下雨天，
雨水呼呼地往屋里灌啊，排也排不出去，屋外一脚下去全是泥。”

改革开放以后，匡山快速发展起来。匡山村集体企业如雨后春
笋，匡山木材厂、铸造厂、汽车配件厂等企业应运而生。随着济南市
区的发展，匡山村从一个城郊村变成城边村。从1990年开始，匡山村
实行旧村改造，相继建成了别墅、多层住宅楼和高层楼。村党委委员
程玉刚告诉记者：“现在从匡山去济南泉城广场，开车半个小时就到
了。”匡山村已经与城市融为一体。

农民变市民，关键是解决就业问题，而解决就业需要发展产业。
1993年，匡山村组建成立村级企业集团——— 山东匡山集团总公司。如
今，匡山集团下辖12家村办企业，包括被誉为省城“4S航母”的汽
车大世界、年交易额高达30亿元的农产品综合交易市场等。村办企业
的蓬勃发展“抓”住了村里的年轻人。33岁的汽车销售主管陈勇，十
几年前大学毕业就回到村里。“我本来就是学销售的，比较了一下，
济南汽车销售最牛的就是我们村。”

在占地170多亩的农产品综合交易市场蔬菜交易分公司，记者看
到一辆辆大货车不断出入。副总经理王长勇介绍，这里日均蔬菜交易
量200万公斤，有固定业户1500余家。在良好产业的支撑下，匡山村
资产总额达到35 . 78亿元，净资产6 . 92亿元。2018年12月成立了股份
合作社，全体村民变股民，人均股份12万元。

“现在真是吃穿不愁。”徐寿全是匡山老年艺术团里年龄最大的
成员，今年已经74岁了。他笑着告诉记者，他和老伴每个月都会领到
1000块钱的生活补贴，过年过节过生日村里都会发钱。每年春天，村
里还会组织老年人免费旅游，“我们已经去过北京、天津、海南等好
多地方了，坐飞机住宾馆都不用自己掏钱。”

文体活动中心的排练还在进行中，10月8日的“匡山村九九重阳
节文艺汇演”是她们期待的表演时刻。村党委委员程玉刚说，匡山村
每年都会举行多场文艺演出，目的就是为了“让村民物质生活上去的
同时，精神生活也不落下”。此言不虚——— 近年来匡山村先后荣获
“山东省十大美丽乡村”“省级文明村”等称号。

“我们村的发展就像那个高铁一样，嗖嗖地向前开，开进济南，
我们变成了城里人。”徐寿全老人还没说完，几位阿姨哈哈笑起来。

城郊村嗖嗖“开”进市区
——— 我省城镇化的一个样本

□ 本报记者 陈辉 孙源泽

海洋牧场式养殖是先进的生态养殖方式。截至2018年底，我省创
建省级以上海洋牧场83处，其中国家级32处，占全国三分之一以上。
山东海洋牧场综合经济收入居全国首位，“要垂钓，去山东”已成为
全国钓友的共识。

——— 题记

秋日的日照海州湾从容平静，阳光温柔地倾泻在湛蓝的海面上。
9月11日上午8点左右，几十艘凌晨出海归来的渔船停泊在码头，

附近的批发市场人声鼎沸，距海边不远处有几座小高层楼房——— 村里
统一规划建设的40栋楼房，已建成11栋。

这个小渔村曾经的名字是“岚山头二村”，现在则是很文雅的
“海州路居”。

“大虾五毛一大把，一年到头挣个几百块钱，少的才挣几十，穷
的连地瓜煎饼都吃不上啊！”今年79岁的村民赵玉快捕了一辈子鱼，
回忆起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家里的穷困潦倒，连连叹气。

“那时候村里八成以上的人都是靠打鱼生活，村里有4个生产
队，9艘大的帆船，剩下的都是小木船。”海州路居党总支副书记王
伟向记者介绍，“渔网是用麻做的，经常得补，海上靠指南针辨方
向，靠经验捕鱼，捕多捕少不一定。”

后来，村民逐渐由捕捞开始向养殖转型。村里最大水产养殖企业
的老板刘清远，较早走上了创业之路。“我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搞养
殖，通过养殖扇贝一年可以赚二三百万。1994年我注册了日照市前三
岛水产开发有限公司，这一干又是20多年。”刘清远说。

水产有了，海州路居的产业链不断延伸。“兴海鲜活水产品批发
市场就是我们村出资在1997年建的，是周边最大的水产市场，也是农
业农村部菜篮子定点市场，一年交易额26亿元。”海州路居党总支组
织委员王均江说。

记者来到距离海边仅600米的兴海市场，上午10点多，市场的交
易已经进入尾声。42岁的海鲜经纪人张浩刚刚卖完一车鱼。“我18岁
就在这卖鱼，现在一天能卖一百多万斤，一年能赚三十万。”张浩对
这个市场很感恩。

“去年政府给我们批了2000万元建设海洋牧场，海洋牧场规划很
科学，底层播殖海参和鲍鱼，用网箱和吊笼养扇贝、牡蛎和各类鱼
虾，是立体化的养殖。另外我们正在建设一个896平方米的海上平
台，可以用来看护海洋牧场、进行海上垂钓。”据刘清远介绍，目前
垂钓旅游每年能带来最少500万元收入，以后公司会将此项目作为重
要发展方向。

2018年5月，我省出台《山东海洋强省建设行动方案》，提出
打造海洋渔业综合基地是海洋传统产业升级行动的重要一环。
“我们将把兴海市场升级改造成商业综合体，实现水产品捕捞、
养殖、批发、风情购物街、电商中心等一站式服务。”海州路
居党总支书记刘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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