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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大众报济南讯 （记者王
星）4月12日，记者从山东省水文
中心了解到，4月11日8时至12日8

时，全省平均降水量3 . 2毫米。各
市平均降水量：威海17 . 3毫米、烟
台10 . 5毫米、潍坊4 . 9毫米、日照
4 . 9毫米、青岛4 . 2毫米、东营4 . 2毫
米、淄博3 . 0毫米、临沂2 . 3毫米、
滨州1 . 7毫米，其他市基本没有降
雨。

平均降水量超过10毫米的县
(市、区)有8个。平均降水量前三
位的县(市、区)是：烟台海阳22毫
米、威海乳山20 . 5毫米、烟台牟平

19毫米，点降水量前三位的站是：
威海乳山于家庄41 . 5毫米、文登区
铺集39毫米、文登区侯家38毫米。
今年以来，全省平均降水量82 . 4毫
米，较常年同期偏多83 . 9%，较去
年同期偏少9 . 5%。

4月11日8时全省大中型水库、
南四湖、东平湖总蓄水量71 . 97亿
立方米，较常年同期多蓄26 . 31亿
立方米，较去年同期多蓄20 . 28亿
立方米。其中：大中型水库蓄水量
4 8 . 6 3亿立方米，南四湖蓄水量
17 . 76亿立方米，东平湖蓄水量5 . 58

亿立方米。

农村大众报兰陵讯 （记者戎
宁 通讯员徐侠 冯磊 孔维克）
四月沂蒙春和景明，菜乡兰陵宾朋
满座。4月12日，第九届兰陵（苍
山）蔬菜产业博览会、沂蒙优质农
产品交易会开幕式在临沂农展馆举
行。

本届菜博会历时一个月，秉承
“绿色、科技、融合、共享”的办
会主题，围绕服务“三农”宗旨和
推动乡村振兴目标，设置37个展区、
1187个国际标准展位，综合展示沂蒙
优质农产品供应基地、乡村振兴“三
步走”和“四雁工程”、智慧农业、休
闲观光农业、农村电商以及金融服
务乡村振兴发展成果。

临沂市委副书记、兰陵县委书
记任刚在致辞中介绍，去年临沂市
谋划了乡村振兴“三步走”战略，
建设长三角中心城市农产品供应基

地、休闲旅游“后花园”和产业转
移“大后方”，是临沂服务和融入
新发展格局、努力“在打造乡村振
兴齐鲁样板中走在前列”的创新举
措。

兰陵作为“中国蔬菜之乡”和
“山东南菜园”，具有对接“长三
角”、融入“双循环”的资源禀赋
和产业优势。全国地理标志产品认
证中：“苍山大蒜”誉满海外、
“苍山辣椒”叫响全国、“苍山牛
蒡”远销日韩，建设“长三角”地
区优质农产品供应基地12家，兰陵
人运销的蔬菜占“长三角”地区的
55%左右；四雁工程、兰陵首发等
一系列创新探索走在全市乃至全省
前列；国家级数字农业试点县、全
国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县
等一系列政策试点和荣誉称号落户
兰陵。

开幕式集中签约了总投资20亿
元的6个招商项目，启动了中国农
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兰陵试验
基地建设项目。同时，本届菜博会
还在线下举办2021乡村振兴（临沂·
兰陵）高峰论坛、第三届荀子文化
节、招商引资和文化旅游签约仪
式、鸿雁人才技能大赛、迷你马拉
松比赛等系列主题活动，使展会贴
近群众生活。

展会现场还有随处可见的电商
直播间，来自全国各地的网红主
播，走进会场推介沂蒙优质农产
品。自2013年以来，兰陵县以菜为
媒，已连续成功举办了八届菜博
会，展会的规模、效果和反响逐届
提高，菜博会已成为当之无愧的
“优质农产品展示的窗口、招商引
资的有效平台、交流合作的重要桥
梁纽带”。

随着鏊子的转动，王丽芹用竹
耙子把刚舀上来的糊子摊铺开来，
氤氲的蒸汽夹带着诱人的粮食醇香
在 “ 生 产 队 ” 的 车 间 内 弥 散 开
来……

“我们生产队生产的煎饼，没
有任何添加，所以闻起来特别香，
吃起来口感也格外好，现在是供不
应求。”“生产队长”曾永颇为自
豪地介绍。

曾永，临朐县辛寨街道朱家峪
村党支部书记，也是“鲁农家庭农
场煎饼生产队”的负责人。据他介

绍，他们村的“煎饼生产队”虽然
建队时间不长，但已成为村民就
业、集体增收及全村产业升级的重
要平台。

朱家峪村地处大山腹地，属于
典型的山区村，“山连山，坡连
坡，收庄稼要数窝”，是这个村的
真实写照。

“2015年我回村干支书时，这
个职位已空缺了两年。”曾永说。
回村前，曾永在外承包工程做装修
生意，面对家乡的窘境和乡亲们期
待的眼神，他权衡再三，最后决定

回村挑重担，当年他34岁。
2016年，曾永带着村“两委”

成员到山东省农科院等科研院所学
习请教，并根据本村实际，确立了
种植“绿色、无公害”作物的发展
路径，开始发展谷子、薏米、蜜薯
种植，并随后成立了鲁农家庭农
场。经过精心管理，600多亩的种植
基地，当年收获了20万斤谷子、40

万斤地瓜和7万斤薏米。
眼看日子越来越好，但2020年

突如其来的疫情一下子打乱了村里
的发展计划。“粮食不好往外卖，
村民也都宅在家里不能外出，怎么
办？”曾永说，当看到堆积如山的
杂粮时，他眼前一亮——— 摊煎饼，
既可就地转化粮食，又能给村民找
到事干。

曾永说，当年2月开始筹备，3

月份便投资40多万元建起了煎饼生
产车间，同时开始招募人员，调试
机器，进行试运营。“招募令”发
出后，不少村民前来报名，为便于
组织、培训和后续生产，根据煎饼
制 作 特 点 ， 成 立 了 “ 煎 饼 生 产
队”，将过去的单打独斗变为分工
明确的一起干，生产效率大大提
高。

煎饼生产出来如何卖出去？向
熟悉的朋友推荐，通过网络直播带
货……为彻底打开销售渠道，曾永
实施了一个大行动：当年5月21日，
他将村里的工作暂时交代给其他村
干部，自己带着密封袋封装的100公
斤煎饼和母亲揉好的香椿咸菜，开
着一辆二手夏利车，一路挺进西
藏，沿途宣传沂蒙煎饼。

“这次去西藏，我是全程直播

的，一是提高我们煎饼的知名度，
把我们的煎饼推向全国；二是向网
友推介我们的好山好水好粮食。”
曾永说，往返2 1天的旅途，全程
9000多公里，他得到了临朐老乡、
户外团体、热心网友等两万多人的
关注，仅抖音平台就涨粉5 0 0 0多
人，如今已经超过3万人。

在“队长”影响带动下，目前
“生产队”里的队员们对直播是驾
轻就熟，煎饼生产车间也成了直播
间。随着知名度的提高，北京、上
海、云南等地的客户纷纷下单订购
煎饼。清明节前后，尽管曾永要改
造直播间、建新厂房，忙得不可开
交，但他觉得忙得很值，“煎饼的
醇香已从‘生产队’飘到了全国各
地，我们要尽快扩大生产规模。”

“县里对我们的产业很支持，
目前总投资200多万元的新车间已建
好，50多台煎饼机也即将安装，到
时我们‘生产队’一天可加工20吨
粮食的煎饼，村民和集体收入就更
可观了。”曾永高兴地说，“县商
务局还在我们村建了电商服务站，
全力支持我们进行直播销售。我觉
得通过摸索，我们找准了一条适合
自己的乡村振兴路。”

正在央视一套黄金时间播出的
电视剧《经山历海》，剧情快要接近
尾声，观众好评如潮，呼声最高的莫
过于基层干部的心声——— 真实。

剧中女主人公吴小蒿的工作与
生活，就像是一面镜子，反映的是
当下基层党员干部所面临的日常：
从石屋村的搬迁扶贫、招商引资、
保护古村落文化，到安澜村安全生

产、建立电商平台，再到移风易
俗、防火检查……每一项工作难题
的处理，每一次家庭与工作、工作
与工作矛盾的化解，每一种与群众
打交道时酸甜苦辣的品尝，都刻画
了基层干部不为人知的艰辛付出。
这背后，是稚嫩向熟练的转变，是
狂热趋于清醒，是天真烂漫被磨砺
成沉稳冷静，这蜕变的过程，也让

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要想做好
基层工作，唯有将心与群众紧紧地
贴在一起，获得群众的理解与支
持，才能不惧风雨、勇往无前。我
想，这也是小说作者为女主人公起
名小蒿的原因之一。

“蒿”是一种植物，经常引申
为野草的意思。野草随处可见、坚
韧不拔、不畏风雨侵扰，它力量与

勇气的来源正是根与泥土的密切连
接，这正是基层干部与广大人民群
众真实的写照。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
年，中央一号文件发起了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的总动员。号角已经吹
响，我们使命在肩。面对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作为基层党员干部，我
们唯有身体力行践行党的宗旨，像

野草一样，时刻扎根人民群众这块
广袤的土地中，将人民放在心上、
把心扎在基层，咬定青山不放松，
脚踏实地加油干，在认识与思考、
规划与尝试、执行与挑战中不断坚
定理想信念、担起时代责任，努力
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切实做到权
为民用、情为民系、利为民谋，以
《经山历海》之情投入乡村振兴工
作，更好地为绘就乡村振兴的美好
蓝图贡献青春力量。

莒南县涝坡镇干部 徐俐莉

全省本次平均降水量3 . 2毫米

秉承“绿色、科技、融合、共享”主题

第九届兰陵（苍山）蔬菜产业博览会开幕

小鏊子上摊开大市场
临朐县朱家峪村发展煎饼产业，走向乡村振兴

农村大众报记者 王星 通讯员 刘永哲 刘瑞华

像小蒿一样扎根基层绽放芳华

本届菜博会吸引了众多展商和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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