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孔媛媛 组版：曾彦红 校对：李从伟

太白湖新区将地域特色与文化旅游等要素相结合

特色产业，涌动乡村振兴“活水”

B08 2023年1月17日 星期二新区·看点

太白湖新区将地域特
色与文化、旅游等要素相
结合，坚持五大振兴一起
抓，加快打造“文旅康养新
高地、都市农业聚集带、乡
村振兴样板区”，通过打造
泗河生态景观长廊、张桥
文化小镇、济东高科技产
业园和三强都市观光农业
项目，结合五彩万象城休
闲旅游带动效应，构建旅
游与文化、生态、健康、服
务深度融合发展的绿色产
业体系，实现景区与镇村
发展统筹推进，城乡融合
发展的良好局面。

记者 邓超 通讯员 山长坡

太白湖冬捕收获感满满。

太白桃园千亩冬桃种植基地。

冬捕上演
让生态经济双丰收

随着一声声齐整的作业号
子，一场冬捕“大戏”在太白湖上
演。刚刚开网的冬捕，也是新区
捕捞队最重视的事儿。一大早，
太白湖捕捞队负责人吴修明就
驾驶着快艇来到位于太白湖南
端南二环特大桥下的捕鱼点，指
导工人开展捕捞作业。

“网再拉高一点，慢慢来，把
网箱一点点往里抖。”5名捕鱼师
傅分站在两条船上，两名师傅站
在泡沫和木板制成的鱼排内，将
提前布好的网箱与鱼排拴牢固
定，在吆喝声中不停拉动手中的
大网。随着渔网越收越紧，膘肥
体健的鱼儿开始跳跃翻腾，鱼尾
拍打水面，水花四溅，呈现出鱼
跃人欢的热闹景象。十几分钟
后，网箱收紧聚拢至鱼排边缘，
数千条鲢鱼顺着网箱捕舌，慢慢

赶进鱼排中。刹那间，方形的鱼
排被欢腾的鱼儿填满，不时有活
泼的鱼儿奋力跃出网箱。

“渔网网眼要大，以保证小
鱼不被捕捞，一些体型较小的鱼
要放回到湖中，这是为了生态稳
定和下一次的捕捞。”吴修明说。

太白湖位于南四湖最北端，
水域面积1 . 8万余亩，捕捞水域
面积1 . 2万亩，水深在2至4米。湖
内品种繁多，是省内重要的淡水
鱼和湖产品基地。

济宁太白湖景区生产科科
长魏一彪介绍，太白湖水域每年
春秋两季投放千万尾鱼苗，从不
进行人工饲养，鱼虾以湖内水藻
为食，生态混养方式保护了水域
生态环境，集中放鱼、捕鱼活动
形成良性循环，不仅对水质有
益，还产生经济效益。

生态牧场
助当地村民增收

沿着东外环一路往北，直
抵济宁三号井附近，一座集高
效农业、休闲观光、科学普及等
为一体的高质量绿色发展生态
牧场已初具规模。这座被称为
三强农牧科技生态园的优质生
态牧场不久后将建立以循环农
业、有机农业生产、绿色蔬果采
摘，青少年科普研学等为核心
内容的新型生态牧场，加快推
进一二三产业融合，持续推动
农牧观光旅游产业高质量发
展。

走进三强农牧科技生态
园，映入眼帘是那犹如镜面的
湖面，清澈的水面不时有鸟儿
掠过，泛起阵阵涟漪。湖面四
周，树木枝繁叶茂；环湖道路
上，野花、乔灌木有序分布，风
车、凉亭点缀其中；苜蓿种植基
地里，整齐划一的紫花苜蓿郁
郁葱葱，长势喜人。而在已经投
入使用的牛舍内，近4 0 0头奶
牛或立或卧，或在稻壳为底的
养殖区休闲散步，或享受着养
殖场精心配比的饲料，成为一
道独特风景线，它们是来自新
西兰、澳大利亚、智利等地的纯
种荷斯坦奶牛。三强农牧科技
生态园所在地曾长期被煤矿塌
陷地困扰，治理煤矿塌陷地、合
理利用煤矿塌陷地一直是产业
发展的瓶颈。2020年，太白湖
新区利用本地养殖基础好、饲
草资源丰富、交通便捷等优势，
引进本地乳业龙头企业——— 三
强乳业，在三号井塌陷地区建
设农牧科技生态园。生态科技
园分为奶牛养殖牧场和科技生
态种植观光园，投产后可容纳
3 0 0 0头养殖规模的奶牛养殖
场以及辅助建筑物。截至目前，
奶牛存栏4 0 0头，建设了奶牛
养殖区、循环农业区、果树种植
区、水产养殖区等。

如今，三强农牧科技生态园

苜蓿、蔬菜种植基地以及6座牛
舍，昭示出生态园未来的发展
方向和美好的发展前景。“种植
园包括 5 0 0 亩紫花苜蓿种植
区，以及果蔬种植、水产养殖等
区域，配套建设了一座厌氧发
酵罐和一座沼气罐，奶牛粪污
经过厌氧发酵，会产生沼气、沼
液和沼渣，其中沼气可以用于
生活所需，沼渣和沼液作为优
质有机肥回施于种植区，使整
个园区形成良好的生态内循环
体系。”三强农牧科技生态园副
总经理蒋丽丽介绍，三强农牧
生态园内，已开辟出蔬菜水果
种植采摘区、休闲垂钓区，科普
和趣味性兼具的展厅，每周都
会迎来大批游客参观。

“不但要农旅结合，还要文
旅结合，今后还将拓展农牧观
光、采摘、研学游等产业，让游客
体验感更强。”谈及规划，蒋丽丽
介绍，建立以循环农业、有机农
业生产、绿色蔬果采摘、青少年
科普研学等为核心内容的新型
生态牧场，加快推进一二三产业
融合，持续推动农牧观光旅游产
业高质量发展。

蒋丽丽说，不久之后，生态
园将成为一个集青少年科普、观
光旅游、设施农牧业生产一体化
的多元农业产业园区，它一头通
向都市人的世外桃源和田园梦
想，一头连着塌陷地治理商业价
值的提升，让塌陷地在治理中实
现产业、文化与生态的互促共
赢。

甜蜜经济
打造优质农业品牌

在太白湖新区石桥镇太白
桃园的千亩冬桃种植基地里，一
株株枝繁叶茂的桃树上挂满了
套着纸袋的冬桃。分拣大棚里，
工人们把刚刚采摘的冬桃分拣、

装盒。
“2022年是种植冬桃的第8

个年头，现在已进入丰果期，每
天能卖六七千斤，又是一个好收
成。”山东肽谷农业有限公司董
事长杨伟国介绍，“不同于平时
七八月份就能吃到的桃子，冬桃
是春季开花，坐果后，桃子长到
樱桃般大小时会暂停生长，待到
八九月份又开始成长，直到10月
份才陆续成熟，挂果时间长达
240多天。”

早在2015年5月，杨伟国就
流转土地1200余亩，选择引入
云南丽江的雪桃品种杂交培
育，打造了专属太白仙桃生长
的原生态环境。太白湖桃园采
摘园位于南阳湖附近，是太白
仙桃品种的唯一生产基地。种
植园区有优质冬蜜桃树1 6万
株，单株坐果可达3 0个，年产
优质冬蜜桃4 8 0万个，收益可
达8000万元。

“除了线下销售，我们还与
直播平台合作，线上销售让全国
各地的朋友都能尝到太白桃园
的优质冬桃。11月份的一场线上
直播销售额达上百万。”杨伟国
说。

在供应优质冬桃的基础
上，太白湖桃园还延长了产业
链，研发了桃汁、桃脯、桃酒、
桃花饼、桃花奶酪等产品，在
桃树管理经营方面推出了桃
树认养与农耕教育方式，让市
民有机会参与到认养桃树的
管理当中来，同时体验贴近自
然的农耕文化的乐趣。不仅如
此，太白湖桃园建立了网上电
子 商 务 平 台 ，创 建 了“ 梦 诗
仙”共享农业网上溯源查询系
统，成为集基地生产、贮藏保
鲜、观光、采摘、认养、农耕教
育、网上销售、溯源查询、研
发、推广为一体的循环型经济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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