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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张海峰 贺莹莹

本报通讯员 赵 帅 庞占英

9月22日清晨，天还没亮，禹城市莒镇丁
寺村村民曲金祥一家就开始忙活了。准备食
材，收拾柴火，装箱装车，7点不到，收拾妥
当的一家人赶往县城。这天，他们要代表莒
镇农民参加今年的农民丰收节活动，这可是
一件大事儿。

来到一间茅草亭摊位摆好家什，老曲一
家便开始生火和面拌馅做饼，一家人各司其

职，不一会，香喷喷的肉饼就出炉了，早早
赶到的记者先尝为快。很快，就有顾客上门
了。“现做现吃，这才是正宗的丁寺肉饼的老
滋味啊！”很多人边吃边感叹。老曲一家加
快节奏，但随着买饼的人数增多，还是排起
了长龙。不到两个小时，40斤肉已经用得差
不多了。

丁寺肉饼是莒镇民间美食，始创于清朝
嘉庆年间，一般只有在农历逢四逢九丁寺集
上才会售卖。温水和面，木柴泥炉，馅料一
般采用新鲜羊肉或猪肉和大葱，皮薄、肉
厚、饼香，尽管看上去制作方式比较简陋，
但好吃不贵，成为当地特色。曲金祥告诉记
者，这几次丰收节他都参加了，也不为赚
钱，就是为了让大家尝尝手艺。谈起做肉饼
的秘诀，他说，没什么稀奇，一是真材实
料，二是采用传统做法，火候要掌握好。

尝过了丁寺肉饼，紧邻的一个摊位成功
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从外观看，这个摊位像
是个造型现代的小卖部，没错，就是近两年
来在互联网＋新零售业态中声名鹊起的“小
麦铺”。这是一种智能化的餐饮便利店，可采
用车载集装箱，实现可移动，通过搭载人脸
识别等智能化的设备实现无人值守，再加上
冷链集中配送等，为居民提供生鲜产品及便

利服务。莒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宁传民告诉
记者，“小麦铺”是他们新引进的项目，主要
针对当地人流比较密集的城乡社区以及工贸
区，这种新兴业态，未来有望大面积推广。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此次禹城市丰收节
的产品展销活动中，各种当地特色地道的农
副产品和食品受到群众欢迎，一方面这些商
家业户努力保留原有的“老滋味”唤醒顾客
味蕾，另一方面，则积极开发各种新兴业
态，迎合年轻人的市场需求。

活动中，主办方联合了多个平台，还邀
请了20名主播，与各乡镇、街道展区结合，
向全国网络消费者推荐禹城农副产品，扩大
禹城市农产品的影响力和辐射带动作用。此
外，这也可以引导带动当地的企业、新农
人、农业新型经营主体一起参与网络销售。
活动期间，禹城市还举行了第四届文化和旅
游惠民消费季暨首届“书香禹城”草根带货
直播大赛。在报名选手中，不乏当地农民，
他们把手机当作新“农具”，直播成为新农
活，为自家产品“代言”。比如市中街道通过
线上线下对外推介市中美食，当地草根网红
对接本地食品企业现场直播售卖，仅9月22日
第一天就销售上千单，禹城传统美食傻小二
和屠家扒鸡等销往大江南北。

“老铁们，咱们的蜜薯，倍儿脆，倍儿
香，倍儿甜！你下单，我包邮！”48岁的曲
志面对镜头侃侃而谈。他从小腿部患有残
疾，家中还有一位82岁的老母亲需要赡养，
生活十分困难，他家2016年被列为省定贫困
户。镇政府给他们一家申请了低保，让他们
的生活有了基本保障。但是曲志立志要靠自
己的双手实现脱贫致富。2017年在有关部门
的帮助下，曲志学会了绘制油画，并通过线
上进行油画销售，今年曲志又参加了镇上组
织的直播带货培训班，他引进了优质的蜜薯
品种，在自己地里种植。今年丰收节，他将
油画与蜜薯作为主打产品，首次通过直播进
行销售。

“我们的馒头有嚼劲，麦香浓郁，口感
好！”在麦香园展位前，主播刘兰慧拿着一
盒四色馒头向网友们介绍。麦香园食品有限
公司是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疫情中为
湖北捐献了17万个大馒头，此次丰收节也加
入到直播行列中。“直播真正开始步入正轨是
从疫情开始。那时人们出门不方便，我们开
设的社区直播成交量可以达到80%。”该公司
副总经理邵傲男介绍，他们还将直播带到生
产车间，让屏幕对面的消费者看到放心馒头
制作的全流程。

□记者 贺莹莹
通讯员 张大伟 嵇磊 王宇 报道
本报平原讯 “今年，我成了公司的合伙

人，也购置了房子，成为一名新‘平原人’，
算是在这片土地上扎根了。”9月20日，在德
州（平原）农民丰收节开幕式上，平原土地鲁
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硕士农场主何石宝说。
刚刚，他荣获了平原“乡村好青年”称号。

为了让农民尽情享受自己的节日，此次
丰收节系列活动，平原县特别强调100%的农
民参与率。县、乡、村三级提前两个月开始
筹备，开展各类文艺展演、工匠达人展、体
育竞赛1800场次，1 . 5万名农民群众踊跃参
与。农洽会和农博会吸引数十名高校院所专

家、289家省内外知名企业与会。开场锣鼓
《撼天雷》将全县各个村的大鼓集中到一
起，平原县恩城镇徐庄村村民徐存平便是表
演者之一，他说：“这是我们农民自己的节
日，所以我和同村的几个村民都积极报名。
我们要让大家感受到我们的精气神，同庆丰
收，共享喜悦。”舞台上，平原县首支百人
农民合唱团共同演绎的《红红火火奔小康》
歌声嘹亮。“百人农民合唱团是平原县第一支
农民合唱团，成员包括农学硕士、种田老把
式、农业合作社理事和农村电商主播等。两
个节目前后排练了一个半月。”平原县文化
和旅游局局长刘有冰介绍。

“我们村原来是典型的落后村，去年抢抓

机遇，党支部领办土地合作社，开展粮食规
模化种植。2019年入社群众土地亩均收入达
到1300元，村集体增收6万元。今年，又成立
了峰瑞高廪（山东）农业发展集团，吸纳周
边12个村庄的合作社加入，土地规模经营面
积达到7000亩。”此次，腰站镇锅培口村党
支部书记王笃春被表彰为“最美农民”，他的
言语中充满了喜悦。

平原尚合电商产业园负责人祖林国，则
是“乡村好青年”代表。他2012年毕业于东
北财经大学，2015年回到家乡创业。2019年
末，尚合电商团队正式成立尚合云仓（德
州）仓储物流有限公司，并在此基础上整合
县域内中小商家，组建平原尚合电商产业

园，致力于打通集仓储、包装、物流、运营
和客服于一体的电商产业链。前曹镇养殖户
冯传利组建的蛋鸡养殖合作社，每日产蛋量
过万，今年初由于疫情导致销售停滞。祖林
国迅速组建鸡蛋营销团队，从建品、营销、
打包、运输和售后五个环节打通了鸡蛋线上
销售的通道。短短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让平
原的土鸡蛋在全网实现了爆单，3个月鸡蛋单
品销售额突破3000万元。

“奖项凸显农民主体地位，‘最美农民’
‘乡村好青年’等乡土人才代表现身说法，
以他们辛勤劳动、艰苦创业的感人事迹，调
动社会各界投身和服务‘三农’的积极
性。”平原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张和田说。

□记者 张双双
通讯员 孟 娟 报道
本报宁津讯 宁津蟋蟀自古就被誉为

“天下斗蟋第一虫”，宁津县通过蟋蟀资源的
开发及挖掘，逐渐形成了“吸睛”又“吸
金”的蟋蟀文化产业。“在搭建大型平台开
展活动、构建格局上下功夫，擦亮宁津县
‘中华蟋蟀第一县’文化名片，打造宁津县
‘蟋蟀之都’特色文化旅游品牌。”9月20
日，作为该县丰收节系列活动之一，在首届
宁津县非遗文化节暨第八届中国（宁津）蟋
蟀文化博览会开幕式上，县委书记王刚说。

“斗蟋大赛”已连续举办8届，吸引着全
国各地的蟋蟀玩家前来一决高下。这次，
“北方代表队”的两位参赛选手分别来自北

京和济南，北京选手吴子介带来30只“秋
虫”前来参战。“这次是全国范围内的比赛，

‘高手’如云，但结果并不重要，斗的是一份
童趣。”吴子介告诉记者，8月中旬至9月中
旬，宁津的田间地头盛产“好虫”，蟋蟀市场
也已随处可见，这里的蟋蟀头大、项粗、腿
壮、振翅鸣叫，“寿星头，宽脖，粗腿”，兼
具北方干旱区虫的体质、顽强的斗性、耐
力、凶悍，有咬死不败的烈性。所以近些年
来全国蟋蟀大赛中，宁津蟋蟀屡获冠军。

县文化和旅游局一级主任科员张秀峰介
绍，目前宁津全县已形成6处蟋蟀大型交易市
场，分别位于县城车站步行街、县城东关、孟
集、尤集、柴胡店和保店铁庄。“据不完全统
计，全县蟋蟀交易市场的日交易人次可达2

万，日交易额在300万元以上，年交易额3亿元
左右。”他说，“虫”市场带动了当地旅游、
交通、餐饮和住宿等服务行业的发展。本届蟋
蟀文化博览会举办地——— 宁津德百杂技蟋蟀欢
乐谷项目投资25亿元，是一处集蟋蟀文化体
验、旅游休闲和田园综合体为一体的旅游综合
体，有望成为宁津文化旅游的新高地。

近年来，宁津延长蟋蟀产业链条，增加
蟋蟀文化产品附加值，推出独具特色的蟋蟀
罐、蟋蟀陶制品、蟋蟀用具、蟋蟀书画、蟋
蟀雕塑和蟋蟀剪纸等蟋蟀文化产品，涉及蟋
蟀用具加工、住宿餐饮和旅游特色商品等十
多个产业的从业人员近4 . 5万人。宁津县蟋蟀
文化协会会长李海涛告诉记者，蟋蟀罐有南
罐、北罐之分，宁津县已是全国北罐的最大

产地之一，产品远销全国各地。
蟋蟀产业在宁津民间已经起步，但整体

上旅游商品品质不够高，产业链仍不完整。
张秀峰说：“近两年，我们在提高蟋蟀配套产
品企业管理人员的品牌意识和创新意识上下
功夫，不断加大产品研发和品牌包装的投
入，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

“唤醒”老滋味，迸发新业态

平原：乡村人才现身说法成“明星”

宁津：小秋虫“斗”出金名片

□记者 张双双 通讯员 张文艳 报道
本报德州讯 今年尽管受到疫情影响，德州农业

农村经济仍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
大局稳定提供了有力支撑。

记者从德州市农业农村局获悉，今年全市夏粮总
产375 . 05万吨，同比增长0 . 7%；767万亩玉米长势良
好，全年粮食丰收基础较好。今年上半年，实现农林
牧渔业增加值176 . 3亿元，同比增长1 . 0%；实现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541元，同比增长4 . 1%。截至第
二季度末，全市共有养殖场（户）5900余家，规模以
上养殖场2000余家，肉蛋奶总产量76 . 49万吨，同比增
长32 . 36%。生猪产能恢复势头强劲，截至8月底，全
市生猪存栏301 . 22万头，生猪出栏331 . 41万头。蔬菜
方面，高标准设施蔬菜产业蓬勃发展，今年以来，德
州市新（扩）建高标准蔬菜园区11个，目前全市100
亩以上的高标准蔬菜园区达158个。蔬菜累计播种面
积180 . 7万亩，产量累计801 . 4万吨。

德州是传统农业大市，是全国重要的粮食、蔬
菜、畜牧主产区，是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国家农业
绿色发展先行区、京津冀优质农产品供应基地。德州
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郭平银表示，近几年，
德州加大质量兴农、品牌强农、龙头带动、特色产业
和科技保障等方面工作力度，着力推动农业大市向农
业强市转变。

□记者 张双双 通讯员 吴华 报道
本报武城讯 9月21日，武城县中国农民丰收节

活动在郝王庄镇李古寺村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基地
开幕。

山东省暖通空调产业协会、武城县复合材料协会
与西李古寺村合作社签订产销对接协议，达成优先采
购农产品意向。他们将通过“百企帮百村”行动，助
力全面小康。同时，郝王庄镇邱王庄村、唐庄村、南
王庄村和西李古寺村等8个村，成立党支部领办联合
社联社，抱团发展，资源共享。

□记者 张海峰 通讯员 王凡存 报道
本报庆云讯 9月26日，食在庆云·第三届中国农

民丰收节暨庆云县首届农民电商直播节开幕。本届丰
收节主题为“直播进万家 共走振兴路”。活动现场
设有一个主会场，另外有电商直播、特色农产品展示
和订货会三个分会场。

与往年不同，本届丰收节上，该县建设的农民
电商直播产业园同步启用，“食在庆云”品牌功能正
式上线。今年以来，该县依托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建设，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科技农业，推进实施有
机蔬菜种植基地、农创产业园和国际农产品交易中
心等10个现代农业产业项目。同时，规划建设农业
生态保护区，全面推行“一控两减三基本”机制，
降低农药和化肥残留，提升农产品品质。此外，该
县还大力发展“网红直播经济”，成立政府直播团，
各乡镇街道筛选特色农产品，纳入地方农产品直播
选品目录，并与北京专业机构合作，选拔培育地方
网红，发展直播经济，为特色农产品销售创新渠
道，助力乡村振兴。

开幕式上，鲁盐集团与庆裕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山东省家庭农场协会与庆云县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好品山东·乡村名品组委会向庆云县网红孵化基
地授牌，并向优秀家庭农场合作社授牌颁奖。

□记者 张双双
通讯员 陈兰兰 于腾龙 报道
本报德州讯 9月22日，“庆丰收·迎小康”德州

市陵城区首届金秋旅游文化节暨第二届农民丰收节在
神头镇启幕。

活动在1600余名新型职业农民中评选出陵城区十
佳新型职业农民代表、十佳最美农业技术员，让农民
真正成为丰收节的主角。“非常高兴能够获得陵城区
十佳职业农民称号。今年丰收节的主会场设在神头镇
研学基地，给景区聚了人气，为周围的老百姓带来实
实在在的好处。”山东曼倩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孙东春说。

活动期间，陵城区还举办“捧起希望”解海龙
纪实摄影展、“画赞陵城”摄影作品联展、“东方有
智，多彩陵城”特色旅游商品展示等系列活动。“充
分挖掘东方朔、颜真卿和唐城墙等历史文化资源，
借才借智，对6个重点乡镇19处旅游项目进行统一打
包培育，为陵城区旅游产业发展增添新活力。”陵
城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副书记兼旅游产业发展中心主
任张利说。

德州767万亩夏玉米

丰产成定局

庆云：启用直播产业园

助力“食在庆云”

□记者 贺莹莹
通讯员 贾鹏 刘敏 郝坤 报道
本报乐陵讯 9月21日，“丰收中国万里行”

2020丰收盛典正式开启。活动特别设置了一条丰收大
道，山东乐陵的金丝小枣、土豆，山西朔州的枸杞，
河北迁安的苹果，南京高淳的大闸蟹……来自全国各
地的多种农产品集中亮相，吸引大家驻足品尝参观。

9月12日，乐陵成功举办了第32届中国（乐陵）金
丝小枣文化旅游节、2020第9届山东（乐陵）红枣暨
健康食品产业博览会、2020第5届中国（乐陵）调味
品产业博览会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9月15日，
2020丰收中国万里行大型公益直播活动走进乐陵朱集
镇，将乐陵特色名优农产品、乡村振兴发展新成果、
5大产业集群布局等多个角度向全国推介。丰收盛典
还发布了“2020丰收中国万里行最受欢迎乡村旅游
地”。9月21日15时，作为丰收盛典重要组成部分的
“丰收论坛”率先开讲，十几个市、县（区）的主政
领导，畅谈乡村振兴新路径、新思考、新方案。

乐陵：“丰收论坛”

探索乡村振兴新路径

陵城：农旅融合

增添发展新活力

武城：“百企帮百村”

抱团奔小康

处处丰收景 浓浓小康情

□记者 张双双
通讯员 崔志华 李烨 报道
本报齐河讯 9月22日，齐河县农民丰收

节活动全面展开，以“直播丰收节·品牌助小
康”为主题，包含文艺演出、农民表彰、网
红直播带货、“黄河味道·齐河”区域公用品
牌启动仪式和直播电商峰会等系列活动，以
丰富的内容展现丰收、庆祝丰收。

齐河素有“黄河粮仓”之称，打造了80
万亩粮食绿色高质高效示范区，总产已连续
12年保持在20亿斤以上。今年，全县夏粮总
产13 . 1亿斤，再创历史新高。他们实施了藜麦

育种与产业化发展项目，首次规模化试种成
功。齐河县大力发展蔬菜、畜牧和水产等特
色产业，培育康瑞食用菌和“黄河三宝”等
农产品品牌30余个，有效带动了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积极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培
植新型经营主体1400多家，发展各类农业社
会化服务组织486家，获评全省唯一国家农业
绿色发展先行区。投资30多亿元，深入实施
美丽宜居乡村建设和农村“七改”工程，
“四好农村路”建设和旱厕改造工作走在全
省前列，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农村基础设施
建设日益完善。累计投入7900多万元，实施

扶贫项目62个，2 . 5万名贫困群众实现脱贫。
活动中，75户助推乡村产业振兴的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受到表彰，包括农业龙头企业
（农业园区）、农产品深加工企业、农民合作
社、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和养殖大户等。

“黄河味道·齐河”区域公用品牌也于当
日发布。据悉“黄河味道”是齐河为深入推
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全县农特产
品品牌知名度和辨识度，全力打造的齐河县
域农产品公用品牌。“不仅是一个品牌，还是
整合全县农业资源，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
全新平台。”县市场监管局副局长郝光顺介

绍，未来在这个平台上，齐河县名优特农产
品将依据科学的品牌管理运营体系，通过申
请和认证机制，经授权使用“黄河味道”品
牌标识，以统一形象推向市场、面向消费
者，实现农产品的组织化、规模化、标准
化、市场化和品牌化运营。

齐河县委书记姜凌刚表示，要走好产业
富农、人才助农、文化兴农、生态惠农、组
织强农之路，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
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
乐业的美丽家园，为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贡献齐河力量、展现齐河担当。

“黄河味道·齐河”区域公用品牌发布

□记者 张海峰 贺莹莹 报道
9月22日，禹城市农民丰收节活动现

场，辛店镇展区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
展区用火红的辣椒和金黄的小米组成

了鲜艳的五星红旗图案。
图为刚刚结束丰收节表演活动的7名

演职人员，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在此合
影留念。

特殊“红旗”

传递丰收的喜悦

关注大众日报客
户端德州频道，了解更
多德州新闻

□记者 张海峰 贺莹莹 报道
草根网红现场直播，为丰收节参展农民

营销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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