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 10日，记者来到单县李新庄镇黄坛村香
瓜种植大户贾行全的中温大棚育苗基地，占地20余
亩的瓜苗绿意盎然，惹人喜爱(如下图)，这是贾行全
采用“双断根”技术培育的一批瓜苗新品。

所谓“双断根”育苗，以育香瓜苗为例，把南瓜
苗剪去根留茎叶，放入育苗盘中；等南瓜苗在盘中
扎下深根后，再把茎叶剪去，取香瓜苗的茎叶嫁接
到南瓜苗根部。这样，瓜苗的生命力和从土壤中
汲取营养水分的能力就会大大增强，有利于增产
丰收。

3个月后，这批瓜苗将会销往全国各地。
“新技术培育的苗种主要是香瓜苗和甜瓜苗，

具有增产丰收、采摘期延长等优势。比如，一般香
瓜的采摘期在 4至 6月份，采用‘双断根’技术培育
的香瓜采摘期能延长 2个月，持续到 8月份左右。”
贾行全指着一棵棵碧翠的香瓜苗，饶有兴致地对
记者介绍说。

2018年 12月，贾行全到青州学习种植技术，
开始接触到“双断根”育苗技术，他开展一番研究
实验，对技术进行了创新和提升。据贾行全介绍，
他从 2017年开始种植洋香瓜，起初建设 3个大棚；
到 2019 年，大棚已经发展到 53 个，占地 200 多
亩。2019年至 2020年期间，贾行全的洋香瓜获得
大丰收，产量增加了 10万多斤，和“双断根”技术的
使用有很大关系。

“为什么你种植的洋香瓜，在市场上更容易受
客户青睐？”记者的一层层疑问在采访过程中逐一
得到解答。贾行全指着棚口一袋袋堆砌的肥料
说：“影响客户购买的因素，最主要是洋香瓜的口
感，而影响口感的关键在于施用的肥料。我种植
的大棚香瓜，全部施用的是农家肥和菌肥，保证了
洋香瓜的口感。”

贾行全种植的洋香瓜清脆香甜，入口无渣，口
感上乘，这为他赢得了一批当地和外地的稳定客
户。“每年 4—8月份，是我们棚里的香瓜销售旺季，
全国各地的客商络绎不绝。这两年，洋香瓜的市
价一直比较稳定，在 5元左右。2019年，年产量在
40万斤左右。”贾行全的妻子谢燕青介绍说。夫妻
二人一个主外，一个主内，谢燕青一直主攻市场销
售，贾行全主要负责种植技术及日常管理。

种植洋香瓜的贾行全靠着技术和智慧致富，腰包渐渐鼓了起来。但他脑子里想
着，怎么进一步搞好发展。经过摸索和分析，他发现了一个很好的市场空白点——
当地种植香瓜的种植户很多，但是缺少专门的育苗基地。于是今年 7月，贾行全建立
了全县最大的育苗基地，占地 20余亩，主要运用“双断根”技术进行培育。

孟秀平、朱发银都是黄坛村村民，常年在贾行全的香瓜大棚帮忙种植、管理，不
仅学到了香瓜种植的技术，还能在家门口挣到钱。朱发银说：“我现在跟着贾经理学
习育苗技术，做日常管理工作。香瓜收获时，活累，工作就多一些，但是工资是天天
结。”

孟秀平告诉记者：“从贾经理开始种香瓜起，我就一直跟着他搞管理。他有技
术，善于研究市场，更有想法，要带动我们村里人一起致富。如今，种瓜育苗的行情
很好。” 文/图 通讯员 谢 丽 记者 王富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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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哒哒哒……”12月 15日，在定陶区
杜堂镇戚姬寺村的扶贫车间内，缝纫机踏
板声此起彼伏，440余平方米的车间里，20
名工人正在紧张有序地忙着手里的活儿，
穿线、踩踏、粘贴……一件件栩栩如生的
皮毛玩具在工人们的巧手中生产出来，车
间内不时还传来欢声笑语。

“扶贫车间建在了村头，让俺既能照
顾家庭，又能挣钱，时间很灵活，特别方
便。”在该车间务工的贫困户崔好芝满面
笑容。

戚姬寺村扶贫车间建于 2016年，总
投资 30万元，年租金 1.3万元，累计实现村
集体收益 2.985万元，2020年为 18户贫困
户分红 1.04万元。车间内现有工作人员
20名，其中贫困户 4名。车间采取“送岗到
户”方式，将活源送到因残疾或年龄偏大
不能到车间务工的人员家中，目前在家务
工人员 10人。除了传统的销售方式，车间
还探索发展了电商销售，培训了 2名员工
专门负责网上销售，拓宽了皮毛玩具的销
售渠道，每天下单 100余件，销售额 2000

元以上。
车间负责人张存玉是小有名气的“返

乡创业”名人。2010年起常年在外务工，
从事过建筑、电子等不同行业，2014年返
乡后，在家中从事传统手工艺品——皮毛
玩具加工，虽然收入比较固定，但一年也
挣不了几个钱，“不安分”的张存玉一直寻
求着创业的机会。2016 年，张存玉借着

“返乡创业”政策的东风，申请了 10万元小
额担保贷款，注册成立了菏泽玉丰仿真工
艺品有限公司，承包了戚姬寺村扶贫车

间，将皮毛玩具加工这项传统产业转移到
扶贫车间。

“扶贫车间 +返乡创业 +传统产业 +
贫困户”的经营模式，以扶贫车间为平
台，发挥创业达人带动作用，依托传统
产业优势，把电商等有效增收措施融入
扶贫开发，让更多的贫困户在家门口有
活干、有钱赚，把小车间效益发挥到最
大，小小的车间记录着贫困户越来越幸
福的生活。

通讯员 侯瑞莲

本报讯（通讯员 蒋晨曦 侯艳艳 记
者 苏成华）目前，巨野县营里镇扎实推进
三张治安防控网建设，不断增强社会治
安防控能力，为全镇经济稳步发展创造
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

织严“安全管控网”。营里镇综治中
心从维护稳定的大局出发，组织人员对
校园周边、集贸市场、小微企业等重点地
区集中滚动排查。通过压实责任、立查
立改、加强宣传三大手段，对普遍存在的
食品药品售卖、用水用电使用等不规范
问题进行管控，发放整改通知书 12份，有
效排除了消防隐患，促进了社会和谐稳
定。

织密“平安宣传网”。营里镇综治中

心联合司法、信访等部门进行法律法规
宣传，开展平安创建工作，全面提升法治
意识。除了做好法治宣传活动的“规定
动作”外，营里镇综治中心紧紧围绕中心
工作，开展民法典等法律法规专项宣传，
增强了群众的“学法、懂法、守法”意识，
全镇治安案件得到有效遏制，群众有了
安全感和幸福感。

织牢“人防物防网”。在加强技防建
设的同时，积极加强对人防、物防的建
设，各村建立了民调组织，收集不安定信
息，发现问题及早处置，收到明显效果。
今年以来，共开展矛盾纠纷排查 16次，接
待群众来访 3批 6人次，共调处化解各类
矛盾纠纷 12起，调解成功率 95%。

巨野县营里镇强化三网建设
创 造 良 好 治 安 环 境

小车间传来欢声笑语
——定陶区杜堂镇戚姬寺村扶贫车间采访见闻

本报讯（通讯员 梁绍亭）12 月 14 日，笔者走进
定陶区半堤镇张楼村“美丽庭院户”丁燕灵的家里，
感觉她家的生活情趣迎面而来，遒劲的书法、整齐
的书籍、翠绿的盆栽等等让人目不暇接。“以前家里
乱，都不愿意收拾，现在政府号召了，咱就规整好，
都在‘美丽庭院微信群’晒成果，俺家也不能落后。”
丁燕灵说。

网上晒美丽庭院，微信群里来点赞，张楼村刮起
了一股强劲的“网上选美”风。起初，因疫情封闭在
家，村里号召在家收拾庭院，然后再拍照发到“群里”
展览和评比，按好评积分给予奖励，村民纷纷响应，这
样一来，不但形成了制度，也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创建“美丽庭院”的氛围逐渐浓厚起来了。

在开展人居环 境 综 合 整 治 时 ,该 镇 将“ 美 丽 庭
院”创建作为重要的抓手 ,“网上选”和“入户评”相
结合，全镇 27 个村评选出星级示范户 499 户。微信
群的发动和广播的宣讲增强了群众创建的责任感
和荣誉感。

“评选之后，镇村两级定期召开表彰大会，为当选家
庭颁发荣誉证书，发放盆景、书籍、书法绘画作品等，
村民参与创建的积极性高涨，通过示范引领形成
了新风正气。”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毕国胜说。此
外，美丽庭院创建还与“四德榜”“好婆婆、好媳妇”
评选结合起来，提升了群众文明意识，引导形成良
好的道德风尚。

本报讯（通讯员 倪 顺）“大家晚上没事都去广场
上看跳舞，都跟着学学，锻炼锻炼身体！”12 月 13 日
晚，定陶区黄店镇牛楼社区舞蹈队队长牛爱梅在村广
播上通知大家积极去参与文艺活动，村里的文艺队也
早早在文化广场上排练了起来，不多大会儿就挤满了
前来观看的群众。连日来，每到夜幕降临，黄店镇文
化站积极组织各个村的文艺队伍演练文艺活动，大家
一边跳着最拿手的秧歌舞，一边排练着新学的广场
舞，各个文艺队伍各显其能，跳得热血沸腾，群众看得
也是津津有味。

“白天都比较忙，也没空和大家一起跳，咱镇文化
站组织大家伙晚上一起活动活动，大家晚上都没啥事，
一起热闹热闹也不觉得累，也能有空排练几个新节目
了，争取下次文艺汇演咱还拿个好名次！”黄店镇黄东
村文艺队队长牛瑞平说道。

而对于黄店镇李庄村坠子书爱好者李春玉来说，
这些个热闹非凡的场景给了他很大的创作启发，“现在
每天白天看到大家热火朝天地打扫卫生，晚上又组织
文艺队唱歌跳舞，这就是一幅幸福小康生活图啊！”受
此启发，李春玉创作了《中华民族河山好》和《奋斗共创
中国梦》，表达了自己对如今美好生活的赞美之情。

“我镇持续开展夜间文艺活动以来，各个文艺队伍
的文艺水平不断提升，很多群众都被这热闹的气氛吸
引了过来，跟着跳，跟着扭，大家在这个过程中增添了
欢乐，消除了疲劳，锻炼了身体，拉进了关系，促进了邻
里和谐，精神文化生活丰富了，生活幸福感也提高了！”
黄店镇党委委员许井华告诉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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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刘天宇 摄

本报讯（通讯员 刘青青）12月 14日清晨，定陶区天
鲜配管理链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热火朝天，分拣产品、搬
运装箱、运输……工人们忙得不亦乐乎。

“我们公司经过这几年的发展，现已形成集产业发
展、生鲜分装、林果采摘、休闲旅游、电商销售为一体的产
业管理链，创新‘基地+车间+电商’三产融合的经营模
式。目前经营配送的生鲜农产品种类齐全、货品丰富。”
企业负责人张强告诉笔者，公司与马纪庄扶贫大棚合作，
将顾客的线上订单化零为整，根据订单进行采摘，实现统
一批量采购，减少中间环节，既解决了种植户的销售难

题，又能让客户吃上新鲜实惠的农产品。
在马纪庄扶贫大棚基地内，笔者见到了正在大棚里

忙碌的马春雨：“最近蔬菜的订单量大，我们一大早就起
来准备，光辣椒我们就摘了 300多斤。”马春雨在年初和村
里其他 4个种植户与天鲜配管理链有限公司签订了农产
品收购协议，每天按订单进行采摘，产品价格和质量都有
保障，不用再担心蔬菜过了上市季节品质下降、价格下跌
的问题。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根本保障，定陶区滨河街道
在分析产业振兴内涵的基础上，创新产业振兴建设思路,
探索以产业链升级推动企业发展的发展模式。像天鲜配
这样的产业项目，滨河街道目前已建成 7个，让 300余名
农村劳动力实现了家门口就业，带动 30户贫困户脱贫致
富。45岁的王秀为常年在外地打工，今年因为疫情一直
闲在家，村干部了解情况后把他介绍到车间工作，“现在
在这里上班虽然没有出去打工挣得多，但是稳定，离家
近，能照顾老人和孩子，还不用担心哪天没活干。”王秀为
满意地说。

微信群里评比“农家小院之变”

广场文化催热乡村“夜生活”

滨河街道：思路创新 产业振兴

本报讯（通讯员 王 博）“这电暖气真是方便，开关一
开就行了，暖和又方便，价格还不贵。”今年刚完成清洁取暖
改造工作的定陶区半堤镇潘楼党支部书记潘保金笑着说。

潘保金一边调试着电暖气一边说：“以前一进入冬天就
要准备整个冬天用的煤，有时候还得半夜起来往炉里添煤，
又脏又累，现在有了这个电暖气，晚上可以睡个踏实觉了。”

“以前农村取暖只能烧煤炉子，不仅产生大量的炉灰
和煤烟，污染村庄周边环境，取暖效果还不好。清洁取暖
改造之后，提升了取暖效果不说，村里的街道也干净了，
老百姓的生活质量有了明显提升。”镇干部梁绍亭说。

定陶区采取集中改造的方式，加快推进“煤改电”工
作，降低群众取暖成本，改善群众取暖。2020年共改造清
洁取暖 9750户，涉及 10个镇街，完成供暖计划 71.8万平
方米，整个改造过程群众不承担任何费用。

副区长李洪淼说：“为了保障群众的取暖效果，我们
专门成立检修队伍，建立维护机制，结合相关部门和镇
街，定期挨家挨户对电暖气和线路进行检查，实时解决群
众使用过程中的各种问题，保证大家过上温暖的冬天。
截至目前，我区清洁取暖工作整体完成良好，群众认可度
较高。”

清洁取暖交出“暖心”答卷

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
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
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

今 日

定 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