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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白桥桥镇镇：：小小蒜蒜头头做做出出大大学学问问
深加工做强主导产业，增加投入改善民生
文/片 本报记者 李云云
通讯员 王晓彤 毛嘉骏

召开大蒜论坛

为蒜农出谋划策

2016年，“蒜你狠”重出江湖，
作为大蒜产业链底层的白桥镇蒜
农，在一波又一波的“蒜你狠”中未
能获得较大收益。“别看人家卖得
贵，当初在我们这里收蒜的时候
价格却并不是很高。”因此，如何增
加大蒜的附加值，让蒜农获得更
多收入成了白桥镇的当务之急。

“咱老百姓辛苦种蒜不容易，让内
行人帮咱看看到底该怎样才能增
收？”白桥镇工作人员说道。

因此，首届中国商河(白桥)大
蒜产业论坛应运而生。论坛上,白
桥镇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商河
县15万亩大蒜主产区,白桥镇的大
蒜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7万亩左
右,年产大蒜10万吨、蒜薹4.5万吨,
大蒜产业已成为白桥镇的优势主
导产业。‘商玉宝’牌大蒜产品通过
了无公害食品、绿色A级食品认证,
成功注册了‘商河大蒜’地理标志
证明商标,标准化大蒜基地相继被
评为山东省‘无公害农产品生产
基地’和山东省‘十大高效生态科
普示范基地’。”

山东农业大学教授刘世琦详
细了解大蒜种植情况后，提出只
有提高大蒜附加值,延伸大蒜产
业链,才能让蒜农们有实实在在
的收入,而且这样的收入才能稳
定。于是，2016年白桥镇将重点实
施大蒜冷库群项目和大蒜深加工
产业园项目。

邀请专业公司对大蒜深加工
产业园进行了具体的策划包装，
项目涵盖蒜片加工、蒜素提取、污
水处理等环节要素，目前，初步方
案已通过预审，正进一步修改完
善，为下一步围绕大蒜产业招商
引资奠定了基础。大蒜冷库群项
目涵盖八个省定贫困村和一处农
副产品有限公司，拟计划建设大
蒜储存冷库23座，库容量6万立方，
可储存蒜薹5000吨，大蒜10000吨。

“项目完成后，白桥镇的大蒜及蒜
薹储存能力将至少增加1倍，蒜农
抵御风险的能力提高了，收入就
会增加。”工作人员说。

推广新技术

为大蒜生产保驾护航

在大蒜的种植过程中，对于
水分的补给要求较高，据白桥蒜
农介绍，大蒜从种植到收获要灌
溉5遍以上。“春天正好是大蒜生长

的关键时期，如果遇上春旱，别提
多头疼了。”蒜农窦先生说。

为应对今年春季旱情，白桥
镇没少下功夫。该镇投资100多万
元购置抽水设备20台套，通过从徒
骇河二级提水解决群众春灌难
题。同时鼓励群众进行生产自救，
走“以井保丰、以河补源”的新路
子，按照每新打一眼机井补贴1000
元的标准给予补贴，号召群众新
打机井300多眼。

除此之外，今年以来，先后投
资2000多万元，对镇域内农业水利
设施进行全面检修完善，先后清
淤治理沟渠23000米，改造升级扬
水站5处，更换小农水机井泵管330
眼，新建孙家扬水站一处，实施了
涉及53个村的高标准基本农田建
设项目。“得保证让老百姓有水浇
地，不然一年的收成就完了。”白桥
镇党委书记陈爱国说道。

白桥镇大蒜种植时间较长，
当地蒜农种植经验丰富，是其他
乡镇眼中的“行家”。但随着新技术
的不断推广，当地蒜农的种植经
验所占优势正在慢慢变小。白桥
镇开始意识到“一直吃老本是不
行的，种植经验得与时俱进”。按照

“保特色、创品牌、用科技”的思路，
大力推广了大蒜机播、大蒜机收、
双膜覆盖、降解膜使用、大蒜病虫
害绿色防控等新技术，并通过举
办科技培训班、成立大蒜种植合
作社等方式，提高广大农民的科
技文化素质，切实解决农民群众
生产中的技术难题。

“去年冬天遇到极寒天气，其
他地方的大蒜冻死不少，我们在
培训班上了听了专家的意见盖了

‘二膜’，受灾情况较轻，不然至少
得减产一半。”蒜农王女士说。

招商引资全程项目服务

推动实体经济新发展

2016年以来，围绕全县打造

“先进制造业基地”的目标要求，聚
焦项目服务，全力招商引资，白桥
镇在项目引进和建设上实现了新
突破。截至目前，在建项目7个，其
中新建项目5个，续建项目2个。

“要想让人家企业来我们白
桥投资，首先得给人家搞好服务。”
陈爱国说。为此，全镇进一步完善
出台了一系列优化政务环境的措
施和政策，实行首问负责制、限期
办结制等制度。严格按照“一个项
目、一名领导、一套班子、一抓到
底”的要求，采取项目前期手续领
办、全程跟踪服务等措施，切实提
升项目服务水平，营造了良好的
营商环境、政务环境，为项目落地
奠定了基础。同时，加强企业与银
行等金融机构沟通协作，实现银
行资本与发展项目的信息互通、
项目互接、工作互动，为企业落地
生根、扩产增效提供融资平台。

在大蒜论坛结束后，当地蒜
农对于冷库群的建设翘首以待。
目前，计划投资6000万元的济南顺
盈农副产品有限公司大蒜冷库群
项目土建工程已基本完工，预计
明年5月投产运营。“明年投产后就
可以使用了，大蒜一般是7月20日
前后入库，估计能赶得上。”公司负
责人说。除了冷库群外，大蒜深加
工产业园、大蒜酵素等在谈项目
正在积极跟进。一旦落地，白桥大
蒜的产业链将得到大幅度延伸。

计划投资3500万元的中草药
产业园及配套项目，正在进行办公
区域建设；计划投资3000万元的山
东艾曼丽服饰有限公司服装加工
项目，正在进行设备调试和人员招
聘；计划投资2800万的金盾保安服
务公司安保项目，正在购置设备与
车辆；投资6000万元的济南兴源钢
结构二期项目，已投产运营；投资
6000万元的济南舜泽高档门窗有
限公司二期项目，正在采购设备。

同时，积极推动电商产业发
展，与联荷电商和阿里巴巴合作

成立了电商服务发展中心，设立
了6个村淘服务站，积极推进消费
品下行和农产品上行，为打造全
市首个淘宝村、首批淘宝镇创造
了良好环境。“估计用不了多久，大
家就可以直接在网上买白桥大蒜
吃了。”

修学校扩建卫生院

老百姓生活不断改善

“搬进新学校了”“我们学校也
有橡胶跑道了”……今年白桥镇
的学生们心里“杠美”了。据了解，
白桥镇投资580万元，新建菜园小
学教学楼一栋，与原白桥中学合
并为九年一贯制学校；投资200余
万元对白桥中学操场、白桥中心
小学操场进行了改造升级，全镇
的教育基础设施更趋完善。“在民
生工程中，教育一直是我们的重
点改善目标，要让孩子们在越来
越好的环境中学习。”白桥镇政府
工作人员说。

纵观商河县近几年为民所做
的十件事中，教育和医疗一直分列
一二列，白桥镇亦是如此。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该镇投资300万元对
卫生院进行扩建，新建2300平方米
防保楼一栋，全镇医疗服务水平得
到进一步提升。“现在的小孩，从出
生之后就要打各种疫苗，有了防保
楼，不用在医院扎堆了，方便多
了。”白桥镇窦家村村民张女士说。

在白桥镇的部分村庄，地下
水质普遍较差，浅层地下水苦咸，
饮用水多是“苦咸水”。白桥镇下大
力气解决部分村庄群众的饮水难
题，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投资200多万元，对孙玉玺、左家等
10个村进行自来水管道改造工程，
共维修主管道2100米，更新村内管
道3万多米。与碧水源公司和北京
康洁公司合作，在孙邦子、康家、小
李家等6个村安装了饮用水净化
设备，有效解决了群众饮水安全
问题。“饮水安全问题不能忽视，得
让老百姓喝上放心水。”白桥镇党
委书记陈爱国说。

除此之外，白桥镇继续深化
“平安白桥”建设，强化全民普法教
育，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的
方针，扎实做好治安防范工作。结
合“法律六进”活动，针对不同普法
对象，通过举办道德讲堂、思想建
设文艺教育、廉政文化进乡村汇
演、企业守法讲堂、平安校园建设
等方式,使法制意识深入民间、深
入人心。截至目前，全镇共开设咨
询点3个，举办法制讲堂6次，完成
法制文化墙46米，普法覆盖81个

“百姓生活好了，法律意识也在不
断增强。”

2016年初，商河县提出“打
造三个基地、建设富美商河”的
部署要求。作为农业大镇的白桥
镇，积极对接全县“打造农产品
生产交易基地”的目标要求，发
挥“白桥大蒜”这一主导产业优
势，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资源为
依托，大力发展高效生态农业，不
断巩固农业基础地位，提升大蒜产
业化水平。2016年以来，全镇坚持

“农业立镇、生态安镇、工业强
镇”的工作理念，围绕招商引资、
产业发展、民生改善三大主题，
抓经济、惠民生、促和谐，经济社
会各项事业得到健康发展。

航航拍拍白白桥桥蒜蒜田田。。

蒜农在蒜地里施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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