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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大众报无棣讯 （通讯
员蒋惠庆）一名90后，放着舒心的
工作不干，偏偏要回到家乡自主
创业，并且还搞出了不小的名
堂。他就是陈志滨，无棣县西小
王镇西黄二村的一名有志青年。

1 9 9 1年出生的陈志滨于2010

年考入沈阳体育学院，毕业后
被安排到无棣县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房地产开发管理办公室工
作。但是从黄土地走出来的陈
志滨却始终有一个梦想，那就是
通过自己的努力，开辟一条新的
致富路，助力父老乡亲增收。经
过一年多的外出考察，结合当地
富余的农作物秸秆资源，他发现
了一项适合当地发展的高效特
色、生态循环的农业项目，那就
是 “ 双 孢 菇 周 年 化 立 体 式 种
植”。

2015年9月，他毅然辞去原有
的工作，选择了回乡创业。

2016年，陈志滨多方筹措资金
150万元，在家乡周边的一片盐碱
地上成立了山东省天康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由于刚刚起步，公司
资金有限，当时仅建设了4座双孢
菇标准大棚。2017年，公司又增建
了8座高标准空调大棚，日产双孢
菇达2000斤，经济效益非常可观。
2018年，在镇党委政府的引导下，
该企业与当地村集体达成村企合
作协议，增建高标准自动上下料
空调棚10座。公司对村集体进行保
底分红，这样即让公司得到了发
展，又带动了村集体增收，“基
地+合作社+农户”的生产模式，
符合当前农村的发展现状，是农

民致富的新途径，有效实现了双
赢。

陈志滨不怕苦不怕累，带领
他的技术团队走出去、请进来，
潜心研究孢菇种植技术，通过近
三年的精心经营管理，经验越来
越丰富。目前，该公司共拥有22座
周年化立体式种植的食用菌空调
大棚。包括大棚、发酵场地、冷
库等，总投资800多万元，日出菇
量达4000斤左右。另外，20座新型
空调大棚正在规划筹备中。

在采访中，笔者了解到，双
孢菇的生产属于劳动密集型产
业，目前，陈志滨的公司雇用了
周边村民60余名，他们每月的固定
工资在3000元-4500元左右。

“在当今这个大数据的时
代，必须运用互联网的思维经

营，来打造自己的品牌，实现
‘蘑菇云’。”陈志滨告诉笔
者，他准备给蘑菇制作二维码标
签，为每一个小蘑菇都进行身份
认证，建立蘑菇档案。客户通过
扫描二维码就能看到关于蘑菇的
详细信息（播种、覆土、灌溉、
培育、采摘等情况）。通过这种
互联网追溯系统，让客户吃得更
放心。

辛勤的付出换来的是丰厚的
回报。经过几年的打拼，陈志滨
的天康农业科技公司先后被评为
无棣县农业龙头企业、滨州市现
代农业示范园、山东省生态循环
农业示范基地。在前不久举行的
山东省“乡村好青年”评选活动
中，陈志滨榜上有名，全县唯
一。

农村大众报滨州讯 （通
讯 员 贾 海 宁 张 朋 赵 艺 ）
“自从俺们把出售盐松的信息
挂到了网上，预订电话一直不
断 ， 现 在 已 经 预 定 出 了 2 0 万
株。”沾化区利国乡马营八村
党支部书记陈吉金告诉笔者。

“ 因 为 土 地 盐 碱 化 程 度
高，我们去年种小麦平均一亩
地 才 产 四 五 百 斤 ， 收 入 特 别
低，今年大棚里种了近50万株盐
松，一株能卖1 . 5元，一年能收
入六七十万元！”马营一村村
民郭忠献兴奋地说。利国乡是

一个农业乡镇，土地盐碱化程
度高。盐松耐盐碱、生命力顽强，
在含盐量3%以上的盐碱地上能
够旺盛生长。目前马营一村、马
营八村已经建成盐松特色育苗
种植基地。

“盐松育苗基地的建成，
有效促进了利国乡农业种植结
构调整。除此之外，我们还积
极探索建成了吴庙、曹坨万亩
生态林场和南五火龙果种植基
地，在优化农业种植结构上实
现了新突破。”利国乡党委副
书记、乡长张国志说。

有志青年在盐碱滩上圆了创业梦
立体式种植双孢菇，目前已建起22座空调大棚

农村大众报新泰讯 （通讯
员孙彦潇)近年来，刘杜镇围绕
“山楂小镇”目标定位，突出
“三区五园”发展规划，做大做
强山楂主导产业。目前，全镇
“ 甜 红 子 ” 山 楂 面 积 已 突 破
18000亩。

刘杜镇南流泉村党支部书记
刘西伟拿出一份数据，全村山林
面积是1500亩，土地面积是1326

亩，全部栽植“甜红子”山楂
树，每家每户都有，成为无粮
村，每年产量达到300多万斤，
每户增收3万元。位于刘杜镇西
南，桂山脚下的门家庄也不甘落
后，今年和泰安三美公司合作，
流转土地1000余亩，全部栽种山
楂，村集体通过土地流转，增收
20多万元。

如今，“家家恋上山楂树，
户户走上致富路”已成为刘杜镇
引领乡村振兴的新途径。

刘杜镇镇长马桂前表示：
“在乡村振兴中，我们主抓产业
振兴，在产业振兴中，我们结合
全镇实际，重点突出山楂产业。
在总体布局上，突出三区五园，
三区就是精品示范区、产业融合
区和实验推广区，五园就是环龟
山产业园、环法云山产业园、环
光明水库产业园、环新枣路产业
园、环龙华河产业园。”

同时该镇还以齐云农业服务
有限公司为依托，建设镇级电商
服务中心，全镇80%以上村建立
电商服务站，“甜红子”山楂实
现线上线下同时销售。

陈志滨在查看双孢菇的长势。

>>新闻同类项

盐松小苗“扮绿”盐碱地

为广泛宣传道德模范及身边
好人的先进事迹和崇高品德，近
日，沂南县青驼镇组织志愿者敲
锣打鼓，为新评选出的“沂南好
人”送上荣誉证书和慰问品。

自开展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
评选活动以来，青驼镇涌现、挖
掘出了一大批道德模范和身边好
人，如省级道德模范提名奖高著
会，市级道德模范刘玉艳、冯其
树，县级道德模范高玉栋、王召
丰、董成礼，县级好人刘志来、
李遵红等近20名道德模范、好
人。为了让更多的人向好人看
齐，镇里对新评选出的各级好人
给予关注和大力宣传，很多好人
在群众心目中已成为响当当的明
星。 （周文刚 摄）

“这几年一直在亏本，我是
咬牙在坚持。”日前，在山东省
蔬菜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培训班
上，当了24年村支书的滨州市滨城
区三河湖镇大营刘村乐旋自然蔬
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洪光说。

眼下，如何防治病虫害，将
极大影响产品质量安全。在滨城
区三河湖镇乐旋韭菜病虫害绿色
防控技术培训基地，已经有一整
套“绿色”方法，不用打杀虫剂

就能治住虫。
2017年，刘洪光在本村流转了

2 0 0多亩土地，立志种出安全韭
菜。为此，该镇也积极争取，省
植保总站将其选为绿色防控示范
基地，派专家进行技术指导。刘
洪光说，韭菜之所以药残风险
高，就是因为韭蛆难治。普通种
植户用化学农药灌根，割一茬灌
一次。乐旋合作社则使用有机肥
和生物菌“调理”土壤。这样调

理了2年，一铁锨挖下去，韭蛆基
本看不见了。

“生防蔬菜”种出来了，但
令刘洪光苦恼的是，好东西卖不
上好价钱。起初，他把韭菜放到
当地一家连锁超市销售，没多久
却发现对方打着他的牌子，掺进普
通韭菜卖，他愤而撤柜。眼下，除了
少量知情的朋友请他寄送，绝大部
分韭菜只能卖给普通收菜商贩，
本来能卖5元一斤的韭菜，只能跟

大路货一样卖1元一斤。
滨州市滨城区植物保护站站

长马仁贵认为，绿色防治不应是种
植户的个人选择，政府应予以大力
支持。可以从“供、管、推、奖”四方
面着手：动员机关食堂、学校食堂
等定点采购这些“生防蔬菜”；严格
监管绿色防治基地的产品质量，
检出农残超标或有禁限用农药成
分，即列入黑名单；出台和推广
作物全程绿色防控规程、列出推
荐绿防产品名单，对使用者进行
补贴；对产品质量过硬的绿防基
地，应向社会大力宣传推介。“只
有实现优质优价，绿色防控才能快
速推开。”马仁贵说。

农村大众报通讯员 胡德民

敲锣打鼓送荣誉

身边好人成明星

“生防韭菜”卖出“大路价”

合作社种植绿色韭菜遇烦恼

刘杜镇

家家恋上山楂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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