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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亲不让烟尘扰，鲜花一
束祭逝人。”今年的寒衣节，在平
阴县锦水街道西三里、大佛寺等村
的公墓里，供奉祭品、坟头烧纸的
现象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束
束鲜花悬挂于故人的墓碑上，人
们肃立默哀，寄托思念。这正是
锦水街道推行移风易俗、倡导文
明祭祀呈现出的新气象。

在寒衣节之际，锦水街道积
极行动，各村在村“两委”和红白
理事会的引领带动下，加强动员宣
传，做好示范带动，带头开展移风
易俗、文明祭祀活动，扎实推进乡
风文明，有效地减少了森林火灾的
风险，营造绿色、文明、和谐的氛
围，文明祭祀蔚然成风。

转变观念，

让鲜花祭扫“植根于心”

为推进文明祭祀，深化移风易
俗，锦水街道召开森林防火暨文明
祭祀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上级文件
精神，全面安排部署，发挥村“两委”
成员和村红白理事会的作用，带头
移风易俗，开展厚养薄葬宣传和文
明祭祀。利用宣传车、广播喇叭等形
式进行大力宣传，让乡风文明之

“声”回响在屋场内外、田间地头。各
村党员干部带头签订文明祭祀承诺
书，做文明祭祀的推动者、守护者，
坚决抵制不良祭祀习惯，坚决抵制
违规用火行为，通过党员的先锋模
范作用，带动广大群众接受新时代

新风尚。各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
志愿者，挨家挨户发放倡议书，劝导
村民摒弃陋习，倡树文明新风，杜绝
香火焚烧，用鲜花换纸钱。截至目
前,全街道发放倡议书7000余份，签
订承诺书850份，真正做到了家喻户
晓、“声”入人心。

源头把控，

向陈规陋习“全面宣战”

为推广环保的祭扫方式，减轻
森林防火的压力，锦水街道投入大
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成立“倡
树新风文明祭祀”工作小组，实行
分管领导包管理区、机关干部包
村、村干部包户的网格化工作机
制。对辖区各村沿街经营网点开展

巡查行动，对售卖火纸、纸钱等现
象进行走访调查和引导。对发现有
售卖火纸的商店进行回收，并与商
贩签订文明祭祀、鲜花祭祀承诺
书，引导他们拒绝采购此类商品，
确保了从源头进行监管，将不文明
祭祀现象扼杀在萌芽阶段。

在寒衣节祭扫期间，街道拿出
专项资金，购置鲜花1万余束，免
费发放到66个鲜花兑换点，各村设
置了路口劝导站进行鲜花兑换，让
前来祭扫的群众将手中的火纸兑换
成一束束鲜花。“过去上坟烧纸供
奉祭品，田间坟头黄纸乱飞，烧纸
乌烟瘴气，污染了环境，还容易引
发火灾。现在鲜花一束，墓前一
放，文明节俭，好处太多了。”前来

祭扫的村民纷纷表示。“鲜花换火
纸”不但让祭祀方式更环保，森林
防火压力也大大减轻了。

乡风文明，

使移风易俗成为时尚

近年来，锦水街道把移风易俗
作为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
要抓手，通过建立“一约四会”，开
展文明创建，打造示范典型，实施

“一村一文化墙”等举措，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群众养成文
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不断提升村民
素养，力促乡风文明。街道狠抓阵地
建设，把移风易俗纳入村规民约，深
挖“顺”文化内涵，成立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践行志愿服务，建立主题公
园传播新思想、新理论，打造乡风文
明主阵地。在典型引领方面，注重党
员带头，突出文明评选，让讲文明、
树新风内化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行
动。同时不断拓展宣传载体，通过政
策理论宣讲、开展群众性文体活动，
让移风易俗成为时尚，让乡风民风
之美成为常态。 (周娟 姚立鑫)

烧纸变鲜花 文明又时尚
——— 鲜花祭扫成锦水街道主流

6 6岁的盛宝忠曾经有一个梦
想：有一天将车子开到小牙山上
去。今年他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梦想的实现得益于他所在的高
皇铺村的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
的实施。去年，在邹城市峄山镇党
委政府的支持下，高皇铺村被纳入
试点，全村243户863口人通过土地
入股的形式，加入邹城市高皇铺村
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合作社一期
先将村里240亩荒山集中起来，统一
管理、合理规划，种上了石榴树，
预计两年后每年可获得50万元的集
体收益。

多年来，高皇铺村的村民入城
务工，导致土地荒芜，“以前的状
况就是各种各的田，各过各的年，
村干部的作用基本上就是带信传
话。”村支书盛太勇迫切想改变全
村的面貌，无奈村里没钱。

转机出现在2018年，当年，峄
山镇党委政府以小流域治理为契
机，对高皇铺村所在的牙山区域启

动实施了全域旅游项目建设。
“以股份制改革为抓手，通过

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大力扶持专业
合作社，打造一个要素高度集中、
发展深度融合的林果产业示范园，
助力乡村振兴。”对于这一项目的
打造，峄山镇党委书记崔青抱着这
样的期待。

在高皇铺村“两委”班子成员
看来，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可
是要发展还得要有产业支撑。随
即，村里召开群众大会，定下了优
先发展产业的调子。根据市农业专
家的土壤气候条件分析，以及农村
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的要求，
高皇铺村成立了农业种植专业合作
社，拿出240亩村集体荒地种上了石
榴树。

“你们看，今年3月份栽下去
的 苗 子 ， 现 在 已 经 长 这 么 高
了。”顺着盛太勇手指的方向，
在一个名叫小牙山的荒坡上，一
棵棵1米多高的石榴树随风摇曳，

宛如一个个守卫山岗的卫士整齐
排列着。

果园按照标准化建设，每亩50

棵树苗。种苗来自泰安果科所，

品种为“泰山红”，当年结果，
第三年就能到盛果期，每亩能收
300斤石榴果。园区内，3公里长的
道路已经硬化通车，即将进行下

一步的绿化美化；为灌溉果园配
备的坝塘正在加紧建设中，远处
的排洪沟目前也完成了一大半。

村会计陈伟告诉记者，全村243

户863口人，240亩土地平分，全体
村民以相同的土地份数入股合作
社，等到果园进入盛果期，收益将
按照利润的70%分给入股的农民，
剩下的10%留给村集体。

按照计划，明年高皇铺村还将
对村里2160亩耕地进行二期股份制
改革，所获收益将全部用于村民分
红和村里的发展。

虽然240亩的产业发展起来了，
可是，盛太勇的“野心”远不止于
此。下一步，村里还将依托这一产
业发展乡村旅游，打造休闲采摘娱
乐为一体的观光农业。

盛太勇这样说是有底气的———
这里紧邻峄山景区，交通便利，距
离市区只有20分钟的车程，非常方
便；果园里坚持不施农药、化肥，
保留原生态的味道，让游客们品尝
到真正的绿色食品；这里按照标准
化果园建设，还将栽种上苹果、
桃、梨等品种，能满足游客从6月
份到1 0月份都有水果可采摘的需
求。

除此之外，这里将配套一系列
发展乡村旅游的基础设施，让游客
进来有吃的、有玩的、有看的，还
有能带走的。

荒山栽石榴，村民变“股民”
借助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邹城高皇铺村找到产业发展路

农村大众报记者 张超 通讯员 张长青 徐超

高皇铺村第一年栽种的石榴树已经挂上火红的石榴果。

一个鲁豫交界的偏远乡村，种
果树50余年来，生产出来的水果基
本都是“皇帝女儿不愁嫁”。近
日，笔者走进阳谷县寿张镇“水果
村”冀王村，一探“水果村”50余
年长盛不衰的原因。

不断引进新品种

村庄变成百果园

在村中，说起村庄之所以成为
远近闻名的“水果村”，无论是种
植户还是村干部，都将其归结于以
下几点：不断考察市场新动向，善
于听取专业人士建议，及时调整种
植思路，勇于做“第一个吃螃蟹的
人”。

20世纪60年代，冀王村来了一
位操着烟台口音的果树技术员———
刘国乾。刘国乾在冀王村一待就是
10多年，冀王村的苹果产业在这一
时期从无到有，快速崛起。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

初，冀王村全村3000多亩地，几乎
全部种上了苹果树，苹果在当时就
远销上海、南京等全国各大城市。
依靠苹果产业，当时冀王村涌现出
不少‘万元户’，而冀王村也一度
跻身为阳谷县首富村。”74岁的村
民王守和回忆说。

后来由于品种老化等原因，冀
王村的苹果在市场上逐渐失去优
势。可贵的是，冀王村村民及时意
识到危机，从泰安农科院引进巨峰
葡萄，同时学习了水果套袋技术，
让水果品相更佳。

据冀王村党支部书记冀承康介
绍，村里近年来通过与市、县农业
部门合作，引导果农不断调整水果
种植结构，适时引种香梨、油桃、
樱桃、柿子、山楂等优良品种，逐
步把村中田地变成四季水果不断的
百果园。2017年，村里还成立了冀
王果树种植专业合作社，在农资采
购、技术服务、生产管理、产品销
售等方面，为社员提供统一服务，

目前合作社已经吸纳种植户300多户
1500多人。

树下铺草坪

种出生态果

目前，正是苹果成熟上市时
期。冀王村的种植大户、兄弟果品
种植合作社负责人冀相全、冀相
爱，每天都接到许多回头客的订
单。因为完全不用农药，兄弟俩种
植的苹果个头不大，样子也不太好
看，但因为生态化种植口味好，每
年苹果都被老客户订购一空。

对于当下顾客的消费需求，哥
哥冀相全认识得很清楚：“大家都
想吃到安全、放心的绿色农产品，
这也是今后我们努力的方向。”

2 0 1 3年，在水果价格一路飙
升、形势看好的情况下，30岁出头
的兄弟俩毅然辞掉了高薪工作，带
着梦想返乡创业。兄弟俩承包了50

亩薄地，经改良后，引种了黄心蜜

桃、新疆库尔勒香梨、藤稔葡萄
等。为确保果品质量和安全，兄弟
俩采取施有机肥、生物防控、果园
种草和套袋等技术，严格按照有机
标准管理。

“别人家的果园都除草，我们
家果园种草。树下铺草坪不仅能保
湿降温，还能改变果园生态环境，
增加果园的有机质。”冀相全说。

春赏花秋摘果

村里来了城里客

随着冀王村的名气越来越大，
每逢水果成熟季节，来自济南、聊
城以及市区周边的市民就纷纷慕名
而来。

漫步冀王村，国光大道、橘苹
胡同、久光小巷、富帅街等以苹果
品种命名的街道，让人耳目一新，
为美丽乡村增添了别样风情。沿果
林一路西行，便来到了200多米长的
空中观光栈桥，伫立远眺，一棵棵

郁郁葱葱的果树挂满了沉甸甸的果
实。在果林南边，原来堆满垃圾的
废弃坑塘经过整治，变成水清岸洁
的“乔纳金湖”，村庄还将湖南侧
的3处宅基地整合，打造了富有苹
果文化元素的主题生态公园。如
今，一桥一湖一园，成为村内亮丽
的风景线。

过去村里条件差，年轻人都往
城里跑，如今可不一样了。这几
年，冀王村相继收获省级美丽乡村
示范村、美丽村居建设试点村等荣
誉。村民冀传栋说，他二哥在县城
定居多年，看现在村子干净了，漂
亮了，重新搬回村住。像他二哥这
样搬回村的，村里还有10多户。

冀承康对于未来充满期待：
“顺应市场需求，在寿张镇‘一村
一品、连片治理’发展战略指导之
下，依托水果优势，着力打造一条
集林果种植、赏花采摘、生态旅游
及开办特色农家乐为一体的‘经济
长廊’，推进乡村振兴。”

50年，“水果村”里果飘香
不断更新品种引进技术，传统果树种植在阳谷冀王村“老树发新芽”

农村大众报通讯员 商贺 白淑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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