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届“曲堤”黄瓜文化节选出10名种植状元

曲曲堤堤黄黄瓜瓜天天天天有有市市场场
“销售大王”一年卖出600万斤

11日上午9时，在曲堤黄瓜专业
批发市场上热闹非凡，第二届曲堤黄
瓜文化节暨“曲堤”黄瓜推介会举行。

在“表彰奖励”环节，先后评选
出10名黄瓜种植状元、200名黄瓜
种植能手，10个黄瓜品牌维护贡献
奖，黄瓜销售大王等奖项。其中，来
自聊城的孙振刚以600万斤的黄瓜
销售量被誉为“销售大王”；种植户

董作清等10人年收益达20多万，获
得“黄瓜种植状元”称号，每人还获
得一辆精品电动三轮车。

除了“表彰奖励”外，文化节还
对2012—2013年度“曲堤”黄瓜十
件喜事进行了重点总结，并现场揭
晓了“曲堤黄瓜文化节宣传标识”。
此标识将黄瓜、飞舞的飘带巧妙融
合成“曲”字造型，同时融入了济阳

首字母“J、Y”、田野、水流等元素。
曲堤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为

使更多市民参与到本次文化节中，活
动前期，曲堤镇还专门拿出5000元奖
金，面向社会各界发出了“曲堤”黄瓜
文化节宣传标识、“曲堤”黄瓜宣传标
语有奖征集启事。“先后征集主题突
出、特色鲜明的文化节标识27件，宣
传标语10000余条，”

曲堤黄瓜天天有市场
据了解，黄瓜一年四季都可以

种植，上市时间主要集中在10月底
到明年的7月底。今年以来，曲堤镇
在冬暖式大棚的基础上，发展拱棚
5000亩，拱棚黄瓜5-6月份定植，7-
11月份上市，有效弥补了曲堤市场
7-10月份没有黄瓜上市的现状，曲
堤黄瓜专业批发市场由季节市场
转变为全年市场。根据其特点，曲
堤镇政府打造曲堤黄瓜批发市场
使得黄瓜天天有市场，不仅解决了

种植户的销售难题，也为销售商提
供了很好的商业契机。曲堤黄瓜批
发市场工作人员介绍，市场11月底
的交易量最大，每天能到200万斤。

“在没有黄瓜市场前，我也是
种植户，成熟的黄瓜都是自己运到
市场去卖。”王老板说，自从专业市
场建立后，自己则投资专门收购黄
瓜，市场天天开放每天都能做交
易，不会出现断货的状况，目前市
场上有20多家和他一样的专门收

购商。
“现在，‘曲堤’黄瓜的周年化

生产已促使我们的市场实现了由
季节市场向天天市场的历史性转
变，而市场又吸引了3000多家商户
入驻，镇驻地人口已经超过了2 . 3
万人”，曲堤镇有关负责人介绍说，
现在镇政府驻地有50多台POS机，
农户可以通过刷卡在全镇购买任
何商品，这在全县其他乡镇并不多
见。

农民人均纯收入过万元
在此次黄瓜文化节上，曲堤镇

郭家村郭传伟以年产黄瓜20余万
斤的产量，荣获了“黄瓜种植状元”
称号。他介绍，目前自己种了三个
黄瓜大棚，通过8年的黄瓜种植，形
成了一套科学的管理方式，每年大
棚收益都在16万元以上。

闫学琪是每年元旦前后常驻
在曲堤市场的黄瓜收购大户。20年
来，他专门负责把曲堤黄瓜运到北
京新发地，再从北京向全国各大城

市配送。“曲堤黄瓜条直、刺密，亮
度好，怎么看怎么精神，市场价格
虽然高，但还是比较受欢迎。”闫学
琪说。一年从他手中流向全国的曲
堤黄瓜至少不下360万斤，给群众
带来的收益超过了800万元。

“‘曲堤’黄瓜能多次荣获国家
级奖项，跟我们实施的品牌战略是
分不开的”，该负责人告诉记者，黄
瓜整个生产、管理、流通过程，完全
按照绿色食品黄瓜生产技术操作

规程进行，并在积极参加市级以上
各类农产品展示活动中，统一使用

“曲堤”商标、山东省著名商标、绿
色食品标志包装，在提升产品品质
的同时也注重品牌维护。

据了解，目前，曲堤镇共发展
黄瓜大棚2 . 6万个，基地面积超过5
万亩，成为“全国最大的优质黄瓜
种植基地”，被誉为“中国黄瓜之
乡”，全镇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了
12600元。

曲堤黄瓜以条直而闻名天下，11月11日“光棍
节”，曲堤镇政府举办了济阳县第二届“曲堤”黄瓜
文化节，并评选出“销售大王”、“黄瓜种植状元”
等。如今，曲堤镇共发展黄瓜大棚2 . 6万个，基地面
积超过5万亩，成为“全国最大的优质黄瓜种植基
地”，被誉为“中国黄瓜之乡”，全镇农民人均纯收
入超过了12600元。

本报见习记者 梁越

获奖种植户上台颁奖。 范瑞雪 摄

一、曲堤黄瓜大观园显特色
二、曲堤黄瓜市场由季节市场变为全年市场
三、“2012年度济阳县十佳放心农产品”
四、“十大农业科技创新成果”
五、“百花奖”
六、“山东省消费者满意品牌”
七、“畅销产品奖”
八、“金谱奖”
九、“畅销农产品”
十、“中国黄瓜之乡”

2012-2013年度“曲堤黄瓜十件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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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瓜文化节·乡镇

县农业局加强

冬前小麦田间管理

本报11月14日讯 (通讯员 张
远辉) 今年秋种结束后，降水量较
往年偏少，麦苗不旺。针对这种情
况，县农业局组织技术人员深入田
间地头开展调查研究，指导农民科
学管理。

据了解，今年冬小麦播种面积
78万亩，秋种后降水较少，小麦苗情
普遍不好。为保证小麦安全越冬，为
明年夏粮丰收打下良好基础，县农
业局组织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
展调查研究，因地、因苗、因时制宜，
制定、下发了《济阳县2013年小麦冬
前管理技术意见》，指导农民科学管
理，搞好冬前麦田管理工作。目前，
全县已印发技术明白纸2万余份，培
训农民4000多人次，秋种后浇水40

多万亩，冬季化学除草18万亩。

太平羊栏口社区

春节达到入住条件

本报讯 太平镇羊栏口社区一
期工程占地面积45亩，总投资近6000

万元，建筑面积近4万平方米，可安置
近1000人。目前，该社区9栋居民楼有
8栋主体已封顶，有6栋居民楼和沿街
2栋商业楼已完成内外装，还有1栋居
民楼正在施工，近期将封顶。预计资
金到位后，该社区将于春节前后达
到入住条件。 (王学芹)

幼儿园老师组织“俏夕阳”舞蹈队

自自发发舞舞蹈蹈队队太太平平镇镇已已有有1100支支
本报11月14日讯 (见习记

者 李涛) 在太平镇谢家村，
每天晚上7点，幼儿园教师杨桂
芬都会带着40多名妇女在村幼
儿园跳舞。她不仅手把手教跳
舞、承担各种费用，还为舞蹈队
取了一个好名字——— 俏夕阳。
而像这样自发的舞蹈队，整个
太平镇现在有10支。

每天18点40分，在谢家村东
北角长20米，宽13米的幼儿园
内，挤满了70余名村民。除去观
望的老人和幼童及抱孩子的年
轻妈妈，大约有40名中老年妇女

在动感十足的音乐声中跳舞。
“我们这跳舞的妇女，最大的77
岁，最小的26岁，大多数人都年
过半百了。”杨桂芬说。她是舞蹈
队的组织者，今年40岁，是一名
有着11年教龄的幼儿园教师。

10月16日孩子放学后，杨
贵芬告诉家长，晚上爱好舞蹈
的妇女可以来学跳舞，“第一天
晚上就来了8个，现在已经有50
人了。他们每晚7点准时来我这
跳舞”。“我今年77岁了，以前空
闲时间都是在家看电视。那天
杨老师组织大家跳舞，我就过

来了。”张女士说。66岁的徐女
士则说，她从村西南边到村东
北要走2里地，“还有邻村郝宅
村村民骑电动车带孩子过来
的，都喜欢跳舞！”

舞蹈队的成员都是杨桂芬
的学生，她手把手教她们跳舞，

“那些比较专业、比较难的动
作，我都稍微修改得简单了
些”。杨桂芬还承担了每月音响
费用、电费和房租费，约300元，
还给舞蹈队取名“俏夕阳”。“意
思是展示中老年妇女追求美丽
的信心。”杨桂芬说，她组织跳

舞纯粹出于爱好，不过她也遇
到些困难，有的老人跳累了都
没地方休息；冬天天冷，需要找
一间宽敞、暖和的屋子才行，她
希望能得到政府部门的援助。

济阳县太平镇文化站站长
许秀萍说：“现在太平镇有10支
自发的跳舞团队，组织村民跳
舞的都是村里的妇女主任或其
他舞蹈爱好者，组织者一般都
是自己学会后再教给村民。”许
秀萍表示，考虑到镇的经济发
展水平，镇政府今后会逐步给
他们物质、精神上的支援。

济阳县举办教师

“十项全能”大赛

本报讯 11月10日，济阳县举
办了教师素质展示十项全能大赛之
论文写作、评课比赛。比赛分两个场
地，中学阶段在济阳十中，小学阶段
在济北小学。来自全县的中小学阶
段的373名优秀教师参加了比赛。

(王明国)

仁仁风风镇镇越越冬冬““富富硒硒””西西瓜瓜长长势势良良好好
本报11月14日讯 (通讯员

张磊 ) 初冬时节，天气渐
冷，但在仁风镇西街村张召文
的越冬“富硒”西瓜试验大棚内
却温暖如春，进行越冬试种的
小兰“富硒”西瓜秧苗长势旺
盛，目前已进入授粉期，大的果
实已有鸡蛋大小，预计再过2个
多月即可成熟上市。

据了解，为实现“富硒”西
瓜的周年化生产，今年该镇共
有3栋冬暖式大棚进行了“富
硒”西瓜越冬种植试验，其中西
街村2栋，江家村1栋，共种植

“富硒”西瓜苗8000多株，试种
成功后预计每棚收入可达6万
多元，将进一步提高广大瓜农
的收入。

种植户正给秧苗“盘头”。
本报通讯员 张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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