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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香菜冻起来，春节再卖
高青郑家纸坊村村民因此亩收入达八千元

近日，沂水县的10180名机
关事业单位干部，下乡去群众
家中送文明年画，每人跑30户
左右。

在沂城街道河奎村，村民
王培香指着墙上的年画自豪地
说：“这画就是县委书记送到
俺家的。”据悉，沂水县在2011

年 就 成 功 争 创 了 全 国 文 明 县
城，今年这幅文明年画一共印
制了3 6万张，变传统说教为生

动直观的视觉冲击，用喜闻乐
见的形式，更容易为群众所接
受，这是该县积极培育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举措。近
年来，沂水县城乡文明程度显
著提高。在临沂市群众满意度
测评中，沂水县连续两年获得
全市第一的佳绩，2014年在山东
省 城 乡 环 卫 一 体 化 测 评 工 作
中，沂水县进入全省前列。

（田宝宗 李蒙生 摄）

文明年画
送到百姓家

农村大众报乐陵讯 （通讯
员杨建设 宫娜 付衍虎）“俺
存的这1亩地瓜，按现在的市场
价，能卖7000多元，这比刚收下
来多卖近3000元，这地瓜窖可真
是俺的‘增收窖’！”1月18日，
乐陵市黄夹镇付家村村民付振祥
指着一个约1米半宽，3米长的地
瓜窖美滋滋地说。

黄夹镇有相当一部分土地属

沙质土壤，特别适宜地瓜生长，
农民也素有种植地瓜的习惯。这
里的地瓜因甘甜、耐储存而一度
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但每年地
瓜收获后，农民总是急于出售，
从而造成地瓜上市集中，价格偏
低。针对这一情况，镇里大力推
广地瓜冬储技术，引导农民在自
家房前屋后挖冬储窖进行窖藏，
择 机 而 售 ， 以 实 现 “ 错 季 增

值”。去年秋天，西树村村民魏
九民收了22000多斤地瓜，窖存起
近2万斤，准备等到过年后三四月
份出手。“地瓜去年刚上市时每
斤五六毛钱，眼下每斤 1块 2毛
钱，再迟卖几个月，多收入不少
呢。”魏九民说。

目前，全镇地瓜种植面积达
3000多亩，入窖储存2000多亩地
瓜，整体增收600多万元。

◎相关链接

黄夹镇窖储地瓜增收600万元

农村大众报高青讯 （通讯员
石晓静）1月15日，当笔者走进高
青县木李镇郑家纸坊村的时候，众
多农户正在不同的荫障处查看冷冻
的香菜。

自入冬以来，郑家纸坊村菜农
用露天冷冻储存方式来储存香菜，
便于香菜反季节销售。郑家纸坊村
种植香菜有三十年的传统和经验，
村民们根据冬小麦和香菜生长季
节、生长期的不同，选择了“小麦秋
播夏收，香菜夏种秋收”的两茬种植
模式，一般亩产6000斤左右。

据了解，今年全村共种植了
465亩的露天香菜。去年10月份香
菜集中上市，价格不理想，为了不
使收入受到影响，村民把香菜储
藏，实现错季上市。菜农成霞，去
年种植了8亩香菜，十月份，她以
3 . 4元一斤的好价格卖了二亩地的
香菜后，其他6亩地的香菜因种植
晚，错过了售高价时机，等收获

时，香菜每斤下跌到0 . 75元左右，
为了增加收入，她和其他类似情况
的菜农一样将香菜冬储。成霞说：
“我种的香菜，现在冬储的还有3

吨多，准备临近过年的时候卖，去
年春节期间香菜卖到了5元一斤的
好价钱。”

成霞向笔者详细介绍了香菜冬
储的方式，一般冬储沟藏在荫障北
面，香菜码齐后，上面覆盖塑料布
掩盖结实即可，而冻储则要在荫障
北面挖一条东西走向的沟（宽1-
1 . 3米），沟起两个土埂（宽14厘
米，高19厘米），在南北向挖2-3

个通风道，沟内铺高粱秆，打成捆
的香菜放在其上，伏土。香菜冻储
期长，香菜上市前3-5天就要给香
菜解冻，解冻方法是取出的香菜捆
放在白菜窖或冷屋子内，让其慢慢
解冻，这样的菜与新收的无两样，
千万不可骤然解冻，否则容易腐
烂。

村干部董维珍过去一直轮茬种
植小麦、玉米，价格最好的时候小
麦每亩收入 8 0 0块钱。自去年以
来，她家也采用小麦、香菜轮茬种
植，并将香菜冻储，临年出售，亩

收入达到8000元。
村支部书记张勤文说：“村委

下一步将积极引导农民转变传统观
念成立香菜种植专业合作社，一改
以前家庭分散经营的种种弊端，那

样生产缺技术、经营规模小、销售
缺信息等问题将迎刃而解，进一步
提升香菜冬储的水平，实现了农业
生产利润的最大化，推动农民增
收、农业增效、农村发展。”

农村大众报汶上讯 （通讯员
郑茂升 梁萌萌）1月20日是农历
大寒，也是入冬以来最寒冷的一
天。笔者来到汶上县杨店镇泉家乐
家庭农场蔬菜基地采访，看到刘同
星拿着本子站在地头，正在专心地
记录着什么。上前一看，原来他正
在记录一亩地胡萝卜的产量。

看到笔者满脸疑惑，刘同星笑

着说：“自从认准干农业开始，我
就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因为大学
时候学的不是蔬菜种植，所以笨人
有笨法，我每天都分类记录每种农
作物的生长习性，记了有三年
了。”据了解，泉家乐家庭农场是
一个以种植业为主，集种植、养
殖、加工、服务、培训于一体的现
代化家庭农场，对于1989年出生的

刘同星来说，管理这么大的农场是
个挑战。

为了更好地掌握农场生产管
理，从2013年始，刘同星就开始
记录所种植的农作物的生长过
程。爱钻研、勤学习的刘同星，
慢慢地从一个五谷不分的大学本
科毕业生，变成今天的“土秀
才”。为促进村民增收，他开始给

附近种植户进行指导，在他的带动
下村民也开始了“日记生涯”。还
别说，村民表示日记方法不错，有
的村民还在记录中创作打油诗。村
民之间还相互借阅、相互学习、相
互交流。尤其是那些“土秀才”、
“土专家”们整理出的适合本地的
种植经验日记，成了村民争相阅读
的“畅销书”。

大学生菜农种菜日记写了三年
整理的种植经验成了村民争相阅读的“畅销书”

农村大众报冠县讯 （通讯
员王迪 刘扬）“有了这6000多
块钱，俺也能置办一些像样的年
货了。”在冠县桑阿镇一企业上
班的小张言语里透露着兴奋。1月
12日，经过县乡两级劳保监察人
员的协调处理，他成功拿回了被
企业拖欠的两个月工资。冠县为
保障企业职工合法权益，创新工
作思路，重心下移，在全县19个乡
镇（街道）建立劳动保障监察维权
服务窗口，形成县乡联动的案件
处理机制，大幅提高了案件协调
处理成功率。

“目前，乡镇（街道）所属企业
逐渐增多，所涉及劳动关系日趋
复杂。同时，我们在处理职工维权
案件时发现，多数案件协调困难
的原因在于对企业情况了解不
透，对当地社会关系掌握不清，造
成工作上被动。”冠县劳动保障监
察大队大队长刘焕静说，“对此，
我们在强化专项检查和日常巡查
的基础上，积极加强乡镇（街道）
劳动保障监察维权服务窗口建
设，发挥乡一级人社部门熟知企
业和其用工情况这一优势，力争
使劳动纠纷尽快得到处理。2014

年，我们共查处拖欠工资案件50

余起，涉及工资380余万元。”

县乡联动 重心下移

冠县职工
家门口维权

二十三、爆米花

风箱滚筒，炉火熊熊；轰隆一声，惊散孩童。
香气扑鼻，孩童蜂拥；把抓口唵，花开肚中。

二十四、弹棉花

弯弓驼背，手舞棉槌；咚嘎咚嘎，弦颤絮飞。
新棉纺线，旧棉填被；冷暖由己，其乐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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