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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盐碱地里种出西红柿
省派第一书记让不毛之地结出乡村振兴“致富果”

盐碱地里种西红柿，建起滨
州市沾化区利国乡历史上第一个
蔬菜大棚，这些当地人想都不敢
想的事，让一名外乡人——— 鲁商
集团省派利国乡利国五村第一书
记朱思立变成了现实，被当地群
众交口称赞。

腊月廿八，立春刚过，乍暖还
寒。笔者来到位于利国五村村东的
田地里，一个长60米、宽9米、高
3 . 5米的大棚映入眼帘，大棚外披黑
色棉被，裹得严严实实。

走进大棚，仿佛来到了另一个
季节，满眼的绿色，一垄垄西红柿
长势喜人。“这是结出的第二茬盐
碱地西红柿，市场供不应求。今
天上午采摘了 1 0 0多斤，每斤 1 0

元，全部通过快递发出去了。”

朱思立高兴地说，“这种盐碱地
西红柿个头不大，单重平均100克
左 右 ， 之 前 让 朋 友 们 品 尝 了 一
下，都说吃起来酸甜可口，这才
是纯正的西红柿味道。这一茬已
卖出500多斤，朋友圈里发来的订
单还有不少，盐碱地西红柿种植
终于成功了。”

说起盐碱地西红柿种植成功
之路，朱思立感慨颇多。利国乡
土地盐碱化严重，水浇条件差，
农民收入不高。2019年4月，鲁商
集团省派第一书记工作组来到利
国乡，朱思立作为其中一员担任
利国五村省派第一书记，如何让村
民在盐碱地里找到致富增收的新项
目成为他的“心上事”。

朱思立联系到了中科院沈阳生

态所博士、“泰山产业领军人才”
刘骁勇，请他到利国五村进行实地
调研，现场采集了当地的土质、水
样，利用全国土地普查的数据系统
进行全面比对，最终找到了乡村
振兴发展的一条路，借鉴辽宁盘
锦市大洼区盐碱地西红柿种植的
成功经验，探索种植大棚盐碱地
西 红柿。 但 一 系 列 困 难 摆 在 面
前：钱从哪里来？技术谁来教？
大棚怎么建？

万事开头难。经过多方考察，
朱思立觉得这个农业项目值得试一
试。他自掏腰包3万元，主动联系
施工队，克服疫情影响，于2020年6

月建起了利国乡历史上第一个、占
地500余平方米的盐碱地西红柿大
棚。刘骁勇无偿捐赠的3000余株盐

碱地西红柿幼苗和最新型的生物菌
肥，解了燃眉之急。为解决大棚水
浇问题，朱思立购买了蓄水罐，铺
设了滴灌管道；为解决大棚内控温
控湿、施肥等技术，朱思立联系了
山农大技术人员对种植工作进行指
导，并随时利用视频与辽宁盘锦大
洼种植户连线，第一时间咨询技术
问题。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精心呵护
下，3个月后结出了第一茬抗病毒
西红柿。试种成功后，朱思立考虑
能否更换品种，种植市场价值更
高、品质更正宗的盐碱地西红柿，
俗称“铁皮柿子”。

2020年9月底，新品种的盐碱地
西红柿幼苗种上了，可这个冬天
格 外 寒 冷 ， 最 低 气 温 达 到 -

2 0℃，之前的春暖式大棚无法抵
御这样的低温。朱思立争取单位
扶 持 资 金 3 . 5 万 元 ， 购 买 卷 帘
机、大棚棉被、二层膜，加装支
撑钢管，安装3 0盏电灯……硬是
把 春 暖式大 棚 升 级 为 冬 暖式大
棚。2 0 2 0年年底，凝结着心血的
盐碱地西红柿成熟了，1 0元一斤
的价格，在微信朋友圈里供不应
求。

“我想在两年任期内，种植成
功盐碱地西红柿，引导村民发展好
这个产业，改变当前的落后现状，
找到一条乡村振兴的新路子，让曾
经的不毛之地结出‘致富果’。”
朱思立说。

农村大众报通讯员 贾海宁
程志勇

眼下，在山东省潍坊市坊子区
水墨庄园工友创业园的大棚里，柠
檬、橙子、火龙果、丑橘等南方水
果长势喜人，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
来体验采摘乐趣。这是坊子区第一
家南果北繁种植园，自从种植试验
成功到现在，已带动起周边十多处
家庭农场、120多名农民实现家门口
就业。

“以前冬天俺都是在家里闲
着，没想到现在成了职业农民，在
家门口就能打工挣钱。”常年在这

里务工的李国红笑着告诉记者，去
年园区被评上了“工友创业园”，
她也加入了工会组织，成了农民工
会员，通过参加技能培训，学会了
南方水果管理技术，还评上了“工
友之星”。

近年来，坊子区坚持以创新提
升“三个模式”为统领，依托都市
近郊区位优势和特色资源，加快发
展都市现代农业，现代农业园区已
发展到85家，在园区里打工的农民
人数也越来越多。2020年，坊子区

总工会瞄准工友创业园创建，相继
出台了大力培育工友创业园、助力
乡村振兴的系列制度措施，持续优
化推进，实现工会建在“园”上无
缝覆盖，农业园区的农民工很多都
加入了工会组织，成为了工会的一
份子。

“农民工加入工会以后，就可
以享受到跟企业职工一样的劳动
者权益保障了！”坊子区总工会
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刘志武告
诉记者，职工个人或者家庭遇到

困难时，工会将伸出援手为他们
提供帮助，比如帮助协调解决拖
欠工资、帮助困难职工孩子继续
学业等，更重要的是，加入工会
以后可以接受免费的职业技能培
训。

坊子经济发展区百润兴工友创
业园理事长刘佰平就是创业培训的
受益者，他通过培训学习萌生了创
业梦想，先后投资建设了6个无花
果大棚。“工会给了我们2万元创
业扶持资金，还评上了区级工友创

业园，我的劲头更足了。”刘佰平
说，现在他又流转了80亩土地，准
备进一步扩大规模。

坊子区总工会积极搭建各类培
训平台，依托玉泉洼新型职业农民
培训中心等培训场所，组织全区
4000多名农民工会员开展职业技能
和创业能力培训，不断提高园区技
术“含金量”。

如今，这种“园区+工会”模
式在坊子推动乡村振兴过程中作用
凸显。坊子区还通过建立工友联
盟，采取结对共建方式，互学、互
助、互帮、互促，实现园区共同发
展。截至2020年底，全区已创建工
友创业园26家，其中省级2家、市级
8家，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6320多
人，年创收超2亿元。

农村大众报记者 郑希平
通讯员 高 亮 张银凯

4000多名农民工免费接受技能培训
潍坊市坊子区将工会建到“园”上，助力乡村振兴

春节一过，阳信县河流镇牛腾
雨村村民刘景林就开始打理果园里
的梨树。“现在一亩地梨能卖1万
元，去掉3 0 0 0元成本，还能剩下
7000元。”刘景林今年51岁，搁在
以往，只能靠几亩粮食和外出打工
的收入，远没有这股干劲儿。

说起村民的变化，不得不提村
党支部书记牛付和。上任三年来，在
他的带领下，牛腾雨村从过去名不
见经传的落后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
明星村。

老板回村当支书

牛腾雨村位于河流镇人民政府
驻地西南4 . 5公里处，全村70多户、
370口人，耕地560亩，是个典型的农
业村庄。“村‘两委’班子年龄结构老
化，村干部守摊意识比较重，一直没
什么集体收入。”牛付和说。

牛付和不到 2 0岁就去了天津
打 工 ， 最 早 卖 过 水 果 、 贩 过蔬
菜、烤过羊肉串，脏活累活几乎
都干过，后来当起老板，开始经

营肉食批发和餐饮生意，买卖越做
越大。

当镇上干部找到牛付和，希望
他回村带领村庄发展时，他一口就
答应了。“我们村以前是贫困村，
村里只有一条道，有的地方连辆三
轮车都过不去。其实我一直想着，
有了钱一定回到家乡，改变下村里
的样子。”牛付和说。

2017年，牛付和当上牛腾雨村
党支部书记。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
是自掏腰包给村里装了30盏路灯，
让一入夜就黑漆漆的牛腾雨村亮了
起来。之后他又多方筹措资金，为
村里修了三纵三横六条路，通了排
水沟，带领村民清理垃圾搞绿化，
大大改善了村容村貌。

不过，村里的工作也不是一帆
风顺。“你在天津做生意又不差
钱，为什么要回村里当村支书？”
刚回村时，他经常听到这样的质疑
声，但他没有解释什么。

利用土地做文章

基础设施改善了，怎么带领村
民致富？牛付和在土地上做起了文
章。

牛付和先是把村南荒废多年的
鱼塘收回村集体，组织机械、人员
对鱼塘进行清淤深挖。利用淤泥将
鱼塘四周整平成方，整理出土地10

多亩。“经过一年的水源涵养，
2019年村集体买来草鱼、鲤鱼、白
鲢等鱼苗7000多尾投入塘中，2020

年养鱼收入就有18万元。”牛付和
说。

刘景林的梨树正是用的鱼塘周

围新整出来的地。村里成立了果树
种植合作社，按照“集体出土地，
村民管理，收益各占50%”的模式
运行。

“村集体流转了部分村民的土
地，通过整理又多出20多亩。”牛
付和说，“原来这都是些没人要的
荒地，多出来的这30多亩地，流转
出去又有2万多元的收入。去年村
集体收入达到了20多万元。”

牛付和还引导村民充分利用房
前屋后、闲置宅基地，高标准栽种
冬青球、月季、木槿、柿子树、石

榴树等2000多株，村内真正实现了
“四季常绿，三季有花”，不仅带
来经济效益，村居环境还得到进一
步提升。

养驴成主打产业

即便地处“中国第一牛县”，
即便村名中带有一个“牛”字，牛
腾雨村却没有人养牛。

2019年10月，牛腾雨村成立了
阳信县泰合畜牧养殖合作社，养殖
小毛驴。“比起养牛，养驴投资
小，风险也小，三头驴就可以顶一
头牛。”牛付和说，合作社通过
“集体出土地、村民入股投资”的
方式吸引了20户村民入股，共计投
资180万元购入“养销一体”的合同
驴126头。

“去年10月卖出一批驴，纯收
入17万元。”牛付和说，“第一年
养，为了保证稳定，签了个合同
价，价格相对低了一些。今年自己
跑市场，利润应该还会高一些。”

村子的另一边，还有一处“马
小户水上乐园”。“这是去年夏天
刚建的，名字中去掉‘小’字就是
‘驴’，也就是我们村现在的主打
产业。”牛付和说，“之前这里是
一片垃圾场，每到夏天蚊虫孳生。
我就想着在村里弄个水上乐园，既
让孩子们有地方玩，还能给村里带
来收入。”

在牛付和的计划中，牛腾雨村
将立足村南鱼塘、畜牧养殖基地、
果树种植基地和水上乐园，打造成
一个微型田园综合体，让父老乡亲
们共同致富。

农村大众报记者 戎 宁
通讯员 王洪磊 刘广新

落后村三年逆袭成明星村
阳信县牛腾雨村是怎么做到的

牛付和介绍畜牧合作社的毛驴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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