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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大众报济南讯 （记者王
星）据气象预报，我省自19日起的大
范围降雨将于22日晚基本结束，鲁西
南和鲁南部分地区4月23日～24日仍
有少量降水。雨后气温回升，田间易
形成湿度大、温度高的小气候条件，
对小麦赤霉病发生较为有利。

我省小麦、玉米常年连作，并且
普遍实行秸秆还田，田间菌源量充
足，且小麦主栽品种均易感赤霉病。4

月19日，山东省植物保护总站特别提
醒，小麦赤霉病是一种爆发性、毁灭
性病害，严重影响小麦产量和品质，
对小麦生产危害极大。在菌源充足、

品种感病的情况下，只要抽穗至扬花
期遇到连续阴、雨、雾等天气时，就可
导致该病大面积流行。预计4月23日
左右，我省小麦从南至北、自西向东
将陆续进入扬花期，是小麦赤霉病侵
染的敏感时期。

防治小麦赤霉病重在预防，各地
可结合本地小麦条锈病、纹枯病、白
粉病、蚜虫等病虫的发生情况，适时
组织开展小麦穗期“一喷三防”，兼治
中后期多种病虫，确保小麦产量、质
量。各地要密切关注小麦抽穗扬花期
间的天气情况，及时发布病情预报，
及早进行预防。

我省小麦赤霉病发生进入敏感期

以前是蓄污水、丢垃圾的坑
塘，如今变身生态公园；村集体闲
散坑塘，现在成了规范的农贸市
场……4月16日，记者跟随济宁市派
汶上县康驿镇乡村振兴服务队走进
帮包村了解到，服务队通过科学规
划，让废旧坑塘成为产业发展、美丽
宜居乡村建设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废弃坑塘

变身生态公园

走进康驿镇薛庙村，村中心的
小公园各种健身设备一应俱全，很
“打眼”。

这个小公园以前是个村民乱排
生活污水的坑塘，一到夏天苍蝇乱
飞、臭气熏天，村民苦不堪言。

2019年7月，济宁市委第一巡查组副
组长陈彬任队长的康驿镇乡村振兴
服务队进驻村里。

“我们队员走访了12个帮包村
后发现，大部分村内都有坑塘、沟
道等小微水体，这些小微水体水质
污染严重，给周边村民的生活造成
了很大影响。”在陈彬看来，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重要任务，也是村民最关心、最
现实的期盼。

服务队一边积极向有关部门申
请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试点工
作，一边改造修缮下水道管网。历
时两个多月，投资240余万元，薛庙
村建起汶上县第一家高标准村级一
体化污水处理站，彻底解决了该村

的污水处理难问题。
“污水处理站可辐射处理周边6

个村的生活污水。”服务队队员梁子
库介绍，生活废水经过处理净化变
成了可做农田灌溉的生产用水。

薛庙村生活污水处理站顺利投
入使用，也给其他村庄污水处理提
供了可借鉴、可复制的样板。通过
积极协调，服务队帮包的大沟、金
街等中心村也建设了两座村级污水
处理站，目前康驿镇已有16个村庄
的农村污水得到有效治理。

闲散坑塘成了

村集体增收“活资本”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是强
农业、美农村、富农民的重要举

措，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
如何盘活资产资源、开发产业项目
成为服务队首当其冲的职责。”采
访中，陈彬多次为自己和服务队的
工作定调子。

服务队根据每个村的实际情况
进行规划，既注重短期利益，更看
重长远效益。水店村有一个经营多
年的老集市，由于地处交通要道，
严重影响交通安全。

服务队经过再三考虑，提出一
个大胆的想法，是否可以利用村集
体的闲散坑塘修建一个规范的农贸
市场？这样不仅可以满足群众的购
物需求，解决道路拥堵，还可以把摊
位出租出去，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

服务队到集市走访调研，多次

召开村“两委”会班子座谈会和村
民代表座谈会，共同商议了农贸市
场项目的规划建设方案。

如今，水店村的旧集市已被有
着38栋出租门面房、120个摊位的农
贸市场取代。“这个农贸市场一年可
以为村集体带来15万元的收入。”水
店村党支部书记张庆余笑着说。

一年多来，服务队队员们用脚
步丈量乡村发展，给村里带来了政
策、资金和项目。村里的变化村民
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困难
有，挑战也有，从走访调研、申请
资金到项目落实，每一步都需要紧
紧盯着，压力很大。但看到村子越
变越好，村民们越来越满意，多辛
苦都值得。”陈彬说。

农村大众报寿光讯 （记者李
伟 唐峰 通讯员傅瑶）4月20日上
午，第二十二届中国（寿光）国际
蔬菜科技博览会、2 0 2 1中国（寿
光）国际蔬菜种业博览会盛大开
幕。展会于4月20日至5月30日在寿
光市蔬菜高科技示范园和寿光蔬菜
小镇共同举办，会期40天。

第二十二届菜博会以“绿色·

科技·未来”为主题，主展区45万平
方米，室内展览面积 1 6 . 5万平方
米，包括12个展馆、优质蔬菜品种
展示区、蔬菜博物馆及广场展区。
展会采取实地种植与展位展示相结
合、蔬菜园艺与文化艺术相结合、
经贸洽谈与观光旅游相结合的模
式，依托寿光蔬菜产业的优势，全
面汇集、展示、交流、推广国内外

蔬菜产业及相关领域的新技术、新
品种、新成果和新理念。

2021种博会的主题为“创新、
合作、发展”，主展区位于寿光蔬
菜小镇。展会将借助数字地展系
统，线上线下集中展示来自国内外
400多家单位的番茄、辣椒、黄瓜、
甜瓜、西葫芦等7类作物优良品种
共计4000多个。

今年菜博会、种博会将实行馆
展与地展结合，线上线下同步举办
的模式，全面利用5G、云计算、大
数据、图形识别和物联网等新技
术，通过720度全景VR“智慧导览
系统”、数字地展、菜播天下、菜
博云商城的运作，以及在抖音、今
日头条、快手、西瓜视频等平台的
视频直播，使观众足不出户可以随

时随地“云逛会”，实现展商“展
示-交流-采购”等商务活动的信息
化、便利化、常态化。

展会期间，还将举办第六届中
国（寿光）国际设施园艺学术研讨
会、中国（寿光）遮阳窗饰展、现
代农机装备展、名优品牌蔬菜展等
“会中会”“展中展”，深入探讨
和交流当前行业领域热点和前沿问
题，进一步推动经贸合作，丰富和
延伸展会内容，着力打造开放包
容、互惠共享的国际化、专业化、
市场化蔬菜产业服务平台。

第二十二届寿光菜博会开幕
2021蔬菜种业博览会同期举行

坑塘“变形记”谱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 来自济宁市派汶上县康驿镇乡村振兴服务队的基层帮扶经验

农村大众报记者 张超 通讯员 胡克潜 郭瑞宁

顺着新修的大汶河沿河公路一
路向西，很快便来到了济南市莱芜
区方下街道鲁西村。文成书局旧
址，大门敞开着，人还没到跟前，
已听到院内响亮的讲解声。

原来，方下街道正在这里开展
党员走进文成书局——— 学党史、过
主题党日的红色教育活动。

组织遭破坏

亟需联络点

“1932年第一届莱芜县委成立
后，短短一年，全县已建立起7个
党的支部和小组，发展党员3 0余
人。我们鲁西村也有了党小组。”
文成书局旧址前，鲁西村村党组织
成员张树山正在讲解文成书局创立
的背景。

“1 9 3 3年，省委内部出现叛
徒，导致党的多个联络点暴露，300

多名党员、积极分子被捕，省委与
上级失去了联系，全省的党组织也
失去了统一的领导机构。咱莱芜县
委的秘密联络点，设在当时的县委
书记刘仲莹的老家鹁鸽楼村。1933

年7月，这个联络点也被敌人发现
了，县里各党组织一下子失去联
系。尽快恢复党的联络工作、建立
新的联络点迫在眉睫。”

刘仲莹和县委其他同志经过反
复斟酌，决定开办一个文具店，以
经营书籍纸张等为掩护，开展党的
工作，并选定由当时的县委委员王
其人来接手这项任务。

肩搭小褡裢

办起流动书局

王其人原名任瑞先，当过印刷
工人、在县农会跑过交通，有一定
的工作经验。

为了筹措资金，1933年夏末秋
初，王其人去青岛找到在青岛市国
民党警察局当警长的叔伯哥哥任敬
先。在任敬先的资助下，采办了一
些笔墨纸砚等文教用品。在家的同
志也你3元他5元积极凑钱。县委委
员刘夏峰，把卖地所得的50元钱一
下子全都交给了党。

“要说‘文成书局’这个名
字，必须说一条褡裢。”多年来一
直守护文成书局的房东的孙子房新
农介绍，刚开始，书局没有固定的
场所，而且为了完成联络任务，王
其人得主动出击，装作推销笔墨纸
张到学校等地去转悠。为了装东西，
他买了一个褡裢。时任中共莱芜县
农会副干事长的毕指南取“墨醉花
香动，文成剑气豪”条幅中的“文成”
二字，在褡裢上写了“文成书局”几
个字，就这样，文成书局诞生了。

选址鲁西村

书局办大事

每次外出串学，除了装上笔墨
纸砚，王其人还会在褡裢里藏上一
些进步图书，所到学校，广大教

员、学生十分欢迎。
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1934年2

月，县委为文成书局选择了一处固
定的场所——— 鲁西村房锡庚家。

“我们鲁西村交通便利，当时
村中商铺林立，便于掩护，我家在
村中所处位置更是可进可退。还有
一个重要原因，我家和刘仲莹有亲
戚关系，县委把文成书局安在我家
放心。”房新农说。

“文成书局在鲁西村开业后，
县委又将曹春耕同志派了过来。”
房新农介绍，王其人和曹春耕以掌
柜和伙计的身份往来奔波于莱芜、
泰安、济南等地，以推销文具为
名，很快与上级党组织及莱芜6个
区的70多处学校建立了联系，团结
了一大批青年积极分子。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1 9 3 4

年，泰安中心县委被破坏后，文成
书局及时将这一消息传给县委的各
位同志，这才有了莱芜县委在汶河
滩召开紧急会议，专门研究外出找
党的后话。

汶河滩会议最后决定，刘仲
莹、赵健民、鹿省三等人分头到济

南、北京、上海等地寻找上级党组
织。经过不懈努力，1935年秋，济莱党
组织与淄博、泰安、鲁西等地的党组
织相继建立了联系，后组建山东省
工委，恢复了全省党的工作的统一
领导。这段历史，在中共山东革命
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 1 9 3 5年 1 0月，由于叛徒出
卖，文成书局遭到彻底破坏，王其
人、曹春耕在党内同志和当地村民
的帮助掩护下得以逃脱，我爷爷
（房锡庚）被敌人抓了起来。”在
书局后院，房新农指着一棵樱花树
说，“这里原来是一棵枣树，敌人
把爷爷吊在枣树上严刑逼供，但他
硬是什么也没有说。”

当时，房锡庚还不是党员。
1937年，房锡庚加入中国共产党，
后在1945年的一次战斗中牺牲。

红色基因代代传，为了守护这
处红色基地，城里虽然有房，房新
农和妻子张树娟退休后还是选择留
在村里。

“1982年，王其人从新疆离休
后回到山东。直到去世前，只要身
体好，每年秋天，他都会来文成书
局看一看。”房新农动情地说。

春风乍起，落樱缤纷。
前院，方下街道的党员们正在

重温入党誓言：“我志愿加入中国
产党……”

农村大众报记者 姬飞燕

从一个小褡裢开办起的红色书局


	0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