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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装上上整整体体厨厨房房，，做做饭饭环环境境变变样样
任城区长沟街道的美丽乡村改造工程，让村民们满面笑容
本报记者 孟杰 通讯员 范培倩 李宗顺

“老家建设得像花园、家里水电气暖齐
全，一点都不比城里差，空气好又敞亮，比城
里住着舒服。”在城区住了10多年，长沟街道
东陈村70多岁的老人陈革胜重新搬回了老
家。与陈革胜相同的情况在长沟并不是个
例，如今，村里道路硬化、家家环境改善，坑
塘变成景观湖、还用上了抽水马桶，老家的
巨大变化让很多进了城的村民心动不已。

老家也用上了抽水马桶

干净整洁的村间小路、整齐划
一的行道树木……在长沟街道办
事处南阳李村，除了这些“面子”，

“里子”也进行统一改造，每家每户
的用水、厕所和厨房都进行统一改
造。

14日上午9点，记者走进长沟
街道南阳李村，一眼就看见了村头
的休闲健身小广场。广场用不同颜
色的地砖铺设，周围的景观树刚种
上不久，几位老人坐在广场新建的
长廊里悠闲地晒着太阳。而这个景

色宜人的小广场，原来还是一个满
是垃圾的荒地。

道路的两旁新建了绿化带，两
侧安装了白色的矮篱笆，很是别
致。走进村子西头一家村民的家
中，63岁的陈喜鸽老人正在照看孩
子。老人家的厨房一角仍保留着传
统的地锅，另一边则是设备齐全的

“整体厨房”，橱柜和抽油烟机样样
齐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说起村
子和家里改造后的变化，老人打开
了话匣子。“原来砖头水泥砌成的

灶台，现在都变成橱柜了，碗锅筷
子有地方放了，做饭的环境也好
了。”

“以前咋也没想到，没住上楼
房还能用上抽水马桶。”陈喜鸽老
人说，除了厨房的环境变好了，
厕所也由原来的旱厕变成了现在
的抽水马桶。“家里每天都定点来
自来水，早晨用管子抽到房顶上的
水桶里，很方便。”虽然家里的厨房
和厕所刚刚改造不到一个月，但老
人已经用得十分习惯。

垃圾坑变成了景观池塘

长沟街道南薛村地处该镇最
低洼的地方，为了解决排水和蓄水
问题，村子有三个面积比较大的坑
塘。上世纪70年代，坑塘很好地解
决了村民的蓄水和洗衣问题，但随
着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坑塘的历
史功能已经消失，逐渐沦为村里最
大的垃圾场。每到夏天，坑塘附近
臭气熏天，蚊虫滋生，严重影响了
附近村民正常生活。为彻底解决这
一问题，村里响应街道的引导，将
坑塘进行改造，将它们打造成村里

的独特景观池塘。
以往臭气熏天的坑塘，现在坑

里已经没有了污水，一辆吊车正在
往其中一个坑塘里倾倒泥土。“这
里原本都快成垃圾场了，没想到现
在收拾得这么利索。”附近的居民
高大爷告诉记者，他已经在村子里
生活了70多年，年轻时坑塘还是洗
衣洗澡的地方，但近几年环境大
变，成了垃圾场，对住在附近的村
民来说，坑塘改造是最大的利好消
息。

“这里收拾好后，会重新蓄上
水，到时候还会根据情况种上一些
水生植物，再养上一些观赏鱼，让
这个垃圾坑塘变成改善村民生活
环境的景观池塘。”长沟街道南薛
村党支部书记薛凤军介绍，随后，
三个坑塘周围还将进行统一整顿，
增加配套设施，打造一道独特的风
景休憩带。“现在东陈村、曹林村、
后刘东村等20个村的坑塘改造工
程已经基本完工，很大程度上改善
了村民的生活环境。”

农业、旅游相融合

大搞葡萄采摘项目

说起长沟，很多人马
上就会想起来“葡萄”。作
为特色农业，长沟街道近
一半的土地都种上了葡
萄。经过历年种植积累经
验，很多人都搞起了葡萄
采摘合作社，注重葡萄产
量的同时，更是利用新的
技术和设备改良葡萄的
品质，并打造宜人的采摘
环境。

家住孙街村的祁强
今年开始在自己的50多
亩葡萄园中试着搞采摘
活动，“从单纯的外销到
吸引游客来采摘，最重要
的就是提升葡萄的品质
和采摘环境。”祁强说。新
建两条200多米的采摘长
廊、改用滴水灌溉的浇灌
形式、为葡萄苗搭建避雨
大棚……采用新技术、新
设施势必会增加一些成
本，但在祁强看来，这些

成本完全可以找补回来。
“拿滴灌来说，我这50亩
地浇水可得不少人工，现
在只需要轻轻一推闸门
就可以了，浇苗的用水量
也就是以前的十分之一，
而且实现水肥一体化，肥
料节约三分之二，还避免
了 漫 灌 造 成 的 土 地 板
结。”

除此之外，日东高速
18出口南侧的运都生态
园，则是一座占地160亩，
集采摘、观光、餐饮、旅游
一体现代农业园区。除了
茶园外，农业园内还有梨
园、樱桃园、苹果园等。

“今年打算再发展20亩，
金秋到明春发展到80到
100亩，以采摘、观赏、品
茶、讲茶的茶文化为主
题，让游客感知茶文化的
魅力。”生态园的负责人
付军信心满满地说。

大棚里的葡萄采摘园。

▲村里的垃圾坑塘已经完成初步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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