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10月23日 星期三 编辑：陈秀云 E-mail：ncdzzbs@163 .com

深秋，宁阳县东庄镇王家庄村
南凤仙山上，层峦叠翠，跃出枝头
的红苹果点缀山间，漫山遍野“红
妆绿裹”，令人流连忘返。

南凤仙山上的2000多亩荒山地
发展成苹果园，经过了十个年头。

2008年底，刚上任一年的王家
庄村党支部书记闫清营开了一次党
员大会。当时，谁也没想到在村委
小院里开的这次党员大会竟然定下
了王家庄村未来十年的发展调子。

这次党员大会一开始定的主题
是“如何发展核桃产业”。花生、
地瓜在凤仙山上长了几十年，王家
庄村村民还是望山兴叹。于是，在
山上种核桃成了大多数人的致富思

路，更何况山多地少的王家庄村很
需要这份“副业”。然而，以闫清
秀、闫清明等人为代表的苹果种植
户却极力反对种核桃。“以前山上
的一棵大苹果树能产 8 0 0多斤苹
果，核桃产量不高，效益不如苹
果，长远来看市场更不如苹果。”
闫清秀等人在山里种过苹果树，为
了说服大伙儿，索性把苹果账同核
桃账算了个明白。一来二去，“如何
发展核桃产业”大会成了“是否发展
苹果种植”大会，结果80%的党员和
村民代表同意发展苹果种植。

2009年，王家庄村村“两委”
牵头，流转了村里的 2 0 0亩山岭
地，6000棵“红将军”苹果树扎根

凤仙山。“虽然大伙同意种苹果，
但是不少村民心里还是打鼓。”闫
清营说。为了坚持村庄发展苹果产
业方向，苹果苗全是村里掏钱买，
而且死苗在10%以内的部分全部由
村里买单，“头三年，村民只要保
证果苗死亡率不高于10%就行，地
下愿意种啥就种啥。”

2011年，王家庄村的苹果树开
始挂果，200多亩苹果园给了闫清
营不小的惊喜，也给了王家庄人不
小的希望和动力。当年，村民闫丙
山就牵头成立了凤仙山林果专业合
作社，流转了200多亩地，吸纳了
十几位社员。其中，王家庄村村集
体入股合作社210万元，占股10%，

成了合作社的重要股东。“很多村
民不要土地租金，直接以土地入股
合作社。”闫清营说，他自己的10

亩地也入了合作社的股，2018年底
光分红就拿了10万元；而去年王家
庄村村集体则拿到了20多万元的合
作社分红。如今，合作社已经拥有
1000多亩苹果园，800多位社员。

十年间，王家庄村苹果产业规
模不断扩大，若算上山脚下的种植
区，如今王家庄村已有近3000亩苹
果园，十年前的发展愿景变成了现
实。依托苹果产业，村民收入有了很
大提高。王家庄村村民闫京连靠着2

亩地，每年能拿两三千元的合作社
分红，此外苹果基地里浇水、套

袋、除草的活，还能让他一年多挣
3万多元。搁在以前，65岁的闫京
连怎么都不敢想靠种苹果能挣这么
多钱。

现在，凤仙山林果专业合作社
成了省级示范社，王家庄村成了远
近闻名的苹果专业村。“我们敢称
专业村不仅因为种植面积大，还因
为我们和山农大等高校合作，种植
技术专业；而且村集体与合作社分
开经营，运营管理专业。”闫清营
说，今后几年村里还要建冷库和加
工车间，把苹果产业做大做长。
“王家庄的苹果梦要一步一步做，
对于这个1000多人的小村子来说，
这就是最大的实事求是。”

栽核桃还是苹果？村庄党员会定方向

10年发展，凤仙山上苹果正红
农村大众报记者 祝超群 通讯员 陶东宁

“虽然今年桃的市场价格不
太好，但我们村的桃价没有受到
任何影响，市场收购价每斤2 . 5元
左右，卖相好一点的每斤3元。”
莘县王奉镇前耿楼村党支部书记
刘子忠介绍。

记者跟随刘子忠走进桃园才
发现，刘子忠所说蜜桃叫“寒露
蜜桃”，属于晚熟的品系，生长
周期长达240天。刘子忠介绍，蜜
桃10月份一上市，就受到消费者
的追捧，种植户根本不愁销路。

前耿楼村地处黄河故道，水
咸地碱，之前不但普通蔬菜种
不了，就连小麦和玉米的产量
也比较低。 2 0 0 8年，刘子忠当
选该村党支部书记后，为提高
村民们的收入，他积极倡导农
业结构调整，引导群众发展林
果经济，并在两三年后见到了
效益。“果树种植两三年后开始
结果，当时价格还不错，基本上
每亩地收入达到了5000元。”刘

子忠介绍，前期还算比较顺利，
但由于缺乏销售渠道，桃子后来
出现了滞销，严重打击了村民种
植积极性。

2014年，刘子忠看到了一篇
关于寒露蜜桃的文章，他与同村
的村民姚宏顺等3人一起去胶东考
察，并根据本村实际引进了“中

油4号”、“中油5号”、寒露蜜
等品种在本村进行种植。由于具
有一定的种植基础，新品种落户
十分顺利。同时为了提高桃子的
品质，刘子忠他们在技术措施和
施肥管理上下起了功夫，坚持生
产绿色有机水果，平时都是施用
农家肥等，从来不用化肥。“今
年蜜桃到了盛果期，一亩地产量
能达6000斤，单果平均300克左
右，按照现在每斤2 . 5元的收购
价，一亩地净赚1 . 5万多元。”刘
子忠介绍说。

在良好效益的带动下，本
村及该镇其他村庄的村民纷纷
来“取经”，全镇的种植面积
达到 1 0 0 0亩左右。为了进一步
扩大销售渠道，刘子忠发展采
摘模式，吸引游客进园采摘，
并利用网络直播、微商、淘宝
等扩大销售。

下一步，刘子忠打算整合本
村桃林资源，发展花海经济。

农村大众报鄄城讯 （记者
张婷 通讯员房正）“要不是有
村里‘关工委’的帮助，现在我
的 学 习 成 绩 还 在 班 级 里 垫 底
呢。”鄄城县第一中学学生郭媛
媛说，她是引马镇大黄庄村的一
名留守学生，曾经因为沉迷网
络、手机游戏，导致学习成绩大
幅下滑。因为村里“关工委”的
帮助，郭媛媛的学习成绩逐步提
升。

郭媛媛口中的“关工委”，
是大黄庄村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
会。大黄庄村党支部书记葛玉合
介绍，“关工委”成立于2018

年，是由上任村支书葛广福联合
村里5位老党员共同发起的。

大黄庄“关工委”成立后，
葛广福和几位老党员对全村40多
名留守儿童进行了摸底。“经过
了解，我们发现这些孩子从小学
到高中都有，他们内心敏感而脆
弱，逆反心理严重。”葛广福介
绍。平日里，葛广福和几位老党
员会将40多名留守学生组织起
来，给他们讲激励人心的故事。
在节假日期间，还会对他们进行
安全教育。

经过一段时间，村里40多名
留守儿童变得乖巧、懂事了许
多。2018年中考，郭媛媛以570

分的成绩考进鄄城县第一中学。
“‘关工委’成立之后，村

里的留守儿童有了用心关爱他们
的人，孩子们普遍上课专心了，
成绩提高了，在外工作的父母也
放心不少。”葛玉合说。

深秋时节，寒露蜜桃错峰上市
农村大众报记者 房孝钰 通讯员 刘琳

在广饶县花官镇花官村北，一
排排现代化的养殖场映入眼帘，这
里就是广饶县花官镇肉种鸡养殖产
业扶贫基地。

“这是公鸡料线，那是母鸡料
线，中间是活动区域。”花官镇肉
种鸡养殖基地的车间工人介绍说，
该车间属于工厂化养殖车间，车间
配有中控系统，全年恒温，冬天不
冷、夏天不热，余热、异味可通过
墙外热回收设备处理，节能又环
保。而且，养鸡过程中的喂食、喂
水、运蛋等环节实现了全程自动
化……

“这个项目建设资金整合了广

饶县粮改饲项目和耕地质量提升项
目财政扶贫资金以及2018年度财
政扶贫专项资金，共749 . 8万元；
由花官镇政府负责承建，所有权
属于花官镇政府。”广饶县花官
镇扶贫办主任孙小燕说。根据以
往经验，扶贫资金分散很难出项
目，整合使用才能干大事。然
而，近750万元的扶贫资金毕竟不
是一笔小数目，在某种程度上意
味着风险，如果用不好、办砸
了，不但给人留下能力不足、失
职失责的口实，更重要的是对扶
贫资金的极大浪费、是对脱贫攻
坚工作的极大损失。

为确保用好扶贫资金，当地政
府与设计院、华誉集团技术人员多
次研讨考证，并对施工图纸多次修
改，保证了土建部分与设备完全匹
配；并在项目建设中盯上、靠上，
让扶贫资金分分文文都花在刀刃
上。

据了解，该项目分两期实施，
总建筑面积5524平方米，建设4栋
肉种鸡鸡舍，每栋长91米、宽14 . 9

米，每栋饲养父母代种鸡6300套，
共可养殖种鸡25200套，每套可产
种蛋180个、可孵化鸡苗135只，每
年可产生经济效益约170万元。为
减少经营风险，保证扶贫资金安

全，该项目全部承包给华誉集团进
行经营，每年将向华誉集团收取固
定租金 4 6 万元，转入县扶贫基
金。据了解，目前该项目已全部
完成并投产，其中2019年的项目
收益46万元已转入县扶贫基金，
根据各镇街贫困人口类别、数量
以及当前扶贫工作实际，全部分
配到8个镇街，纳入镇街扶贫基金
使用管理。

据广饶县扶贫办的工作人员
介绍，该项目产生的扶贫基金主
要用于帮助辖区内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及困难群众家庭，使其年人
均纯收入稳定达到市定标准贫困

线以上，确保扶贫对象稳定实现
“两不愁三保障”；帮扶救助辖
区内重大疾病、重大事故建档立卡
贫困户及困难群众渡过难关，避免
出现新致贫情况，并依据建档立卡
贫困户及困难群众实际情况，实施
差异化精准帮扶，一户一策，应分
尽分；在辖区内开发设立公益岗
位，用于支付公益岗位工资，让有
劳动能力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就
业，增加收入；开展邻里互助养老
模式，用于支付购买服务补贴；以
及符合上级扶贫政策规定的其他支
出；用于全县未列入省定贫困村的
已脱贫建档立卡人员的长效脱贫工
作。

“去年肉鸡养殖的行情是近几
年来最好的，一只小鸡苗最高卖到
了8块钱。”孙小燕说，肉种鸡养
殖扶贫项目已经开始惠及全县每一
个贫困户。

广饶“打包”扶贫资金建养殖基地
所创效益列入镇街扶贫基金，惠及每一个贫困户

农村大众报记者 祝超群 通讯员 孙玉平

农村大众报临清讯 （记者唐
峰 通讯员曹原）鱼食一撒进池
塘，鱼群就争相扑腾着浮出水面。
临清市新华办事处东陶居委会党支
部书记王炳全看到这场景总是喜笑
颜开。10月13日，在居委会办公
室，王炳全打开话匣子，拉起了村

里由废 坑塘变身而来的“聚宝
盆”。 “2016年，集体将原
废弃的4个坑塘通过‘美丽乡村建
设’进行了全面整治，运用上级扶
持资金43万元，成立了临清市裕源
养殖专业合作社。”王炳全介绍
道。村里四个坑塘水面面积共32

亩，共投放青鱼、草鱼、白鲢、花
鲢等鱼苗2 . 4万尾。目前，坑塘里
年出鱼2万斤左右。在今年8月25日
捕捞的当天，一网打出了5104斤
鱼，收入2 . 2万余元，全部用于农
户分红，人均500元。“我们合作
社员养鱼加上村里温室大棚项目，

今年人均能增收1500元以上。”村
民王秀发笑着说。

除了经济账，东陶居委会还额
外有一本生态账。2016年以来，东
陶居委会在坑塘周围栽下黄杨、法
国梧桐、金玫瑰等各类绿化苗木
1500余株，同时，在周边配套建设
文化广场、农家书屋、标准化篮球
场等文娱设施。“现在环境多好
呀，傍晚村民都愿意来这里玩。”
74岁的王怀军笑着说。

坑塘改造成鱼塘，经济生态双丰收

村里有了“关工委”

留守孩子不孤单


	07-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