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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城市张庄镇第八届樱桃采摘节开幕

樱樱桃桃熟熟了了，，张张庄庄村村民民腰腰包包鼓鼓了了

本报济宁5月13日讯(记
者 孔茜 通讯员 崔玮)

5月11日-12日，首届创业
济宁青年大学生创业大赛
初赛火热开始，吸引了来自
区内外创新创业项目120余
个，高校学生团队、青年创
新创业团队200余人参与，
角逐晋级资格。

本次活动大赛由济宁
市人社局、团市委、高新区
管委会主办，高新区科创
局承办，高新区创业服务
中心、创达公司、创业大
学、高新区软件园、高新区
文化创意园协办。现场通
过项目路演、专家评审等

环节，最后分别决出高校
学生组与青年创新创业组
前三名，进入5月下旬的总
决赛。

据了解，本次大赛旨在
效搭建青年大学生创新创
业平台，发现、培育、选树优
秀创新创业人才，大力弘扬
济宁创新创业文化，打造集
聚济宁特色、富有创新活力
的创新创业生态。培育“双
创济宁”品牌，加速创新创
业服务新旧动能转换，营造

“政府支持引导、技术创新
引领、产业环境支撑、项目
资金对接”的良好全民创业
环境。

““创创业业济济宁宁””初初赛赛火火热热

220000余余人人角角逐逐晋晋级级资资格格

本报记者 褚思雨 通讯员 徐亚男

樱桃红了，农家乐了。位于岚济公路和孔沟流域两侧的樱
桃种植基地里，5万余亩的大樱桃挂满枝头，在绿叶的映衬下，
一颗颗鲜红欲滴、晶莹剔透，让人垂涎欲滴。在这里，游客们不
仅能欣赏热情洋溢的歌舞表演、感受优美的自然风光，还可以
体验采摘乐趣。依靠樱桃种植优势，张庄镇走上了发展现代特
色农业之路。

大樱桃上市了
村民又迎丰收年

张庄的樱桃又红了。沿着
张庄镇岚济公路两侧和孔沟
流域驱车行驶，30余万棵樱桃
树上挂满了水灵透红的樱桃，
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这一
颗颗的樱桃，承载了张庄镇村
民的致富梦想。

“这段时间樱桃将陆续成
熟，前来采摘的游客也会越来
越多。今天才开幕第一天，这
一上午就卖出三四百斤，已经
收入了一万多元。”11日，邹城
张庄镇第八届樱桃采摘节开
始了，纷沓而至的游客让种植
大户孙玉量喜笑颜开。

孙玉量是张庄镇第一批
种植樱桃的农户。因为种植年
头长，孙玉量家种出来的果子
又大又甜，总是比别人家的樱
桃更能卖上好价钱。“种过庄
稼，也尝试种植花生、地瓜，现
在总算找对路子了。”经历近
十年的悉心培育，眼看着“盛
夏的果实”在微风中轻摇，孙
玉量一家又迎来了“丰收年”。

“一共种了10亩，包括大
红灯、早大果、宾库果等10余
个樱桃品种，这几个品种皮薄

肉多，甘甜可口，也是市面上
比较常见的。”孙玉量说，今年
樱桃行情好，自己基地每亩平
均产量2000斤，一季下来估算
着能赚六七万块钱。

“张庄的樱桃很有名，每
年樱桃节基本上都会和家人
来这边采摘。”从济宁专程赶
过来的严女士一家穿梭在樱
桃林里，时而采摘、时而品尝、
时而拿起挂在脖子上的相机
留下美好的印记。“当地政府
把樱桃产业打造得很好，让这
里的老百姓过得甜甜蜜蜜、幸
幸福福，我要为他们点赞。”

近年来，张庄镇精心打造
“张庄大樱桃”产业品牌，由于
成效明显、规模庞大，该镇于
2012年荣获“中国绿色生态樱
桃之乡”荣誉称号，张庄大樱
桃被认定为有机农产品。目
前，全镇大樱桃种植总面积已
经突破5万亩，是济宁市最大
的樱桃采摘园，年接待游客近
2万人，销售大樱桃10万多斤，
为民增收100余万元。

发展特色种植
提升农业“含金量”

“乡村振兴要靠产业，产
业发展要有特色。”邹城市张

庄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孟锋如
是说。通过连年举办赏花季、
樱桃采摘节、祈福凤凰山等系
列活动，强力推进乡村振兴发
展，全镇呈现出了节会搭台、
旅游唱戏、群众增收的可喜局
面，自身知名度和美誉度也得
到了进一步提升。

张庄镇的现代农业发展，
并不只是樱桃种植。通过实施
特色农业品牌化发展战略，努
力培育品牌农业，目前已打造
大樱桃、甘薯等12个特色农产
品品牌，通过“三品一标”认证
产品5个、无公害产品认证12
个、绿色食品认证4个，创建全
国“一村一品”示范村1个。其
中，凤凰山牛心柿和张庄油栗
已进行地理标志认证。不断升
温的乡村旅游成为张庄镇农
民致富的“金钥匙”，而大樱
桃、柿子也成了张庄旅游的另
一张“美丽名片”。

为提高现代农业发展的
“含金量”，张庄镇以“构建现
代农业产业体系”为目标，瞄
准“特色”、发挥优势，推进规
模化种植、品牌化销售，形成
了以凤凰山国际旅游度假区
为龙头，以美丽乡村旅游为支
撑，以大樱桃、柿子、甘薯、长
红枣等优势产业为特色，各方
面协同发展的乡村产业新格

局。
此外，依托新时代文明实

践活动，构建“党支部+专业合
作社+农户”产业合作模式，聘
请“土专家”担任专业合作社
带头人，引领农户发展特色产
业。并组建15人的大樱桃种植
技术服务队和20人的甘薯种

植技术服务队，为种植户无偿
传授大樱桃果树种植、修剪和
甘薯种植及储藏技术。鼓励发
展乡村旅游、民宿、农家乐、特
色农产品等产业，进一步拓宽
农户增收渠道，逐渐走出一条
特色鲜明、亮点纷呈的现代品
牌农业发展之路。

游客在张庄樱桃基地采摘大樱桃。 本报记者 张清直 摄

游客尽享采摘樱桃的乐趣。 本报记者 张清直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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