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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特产汇聚大沙河畔
周营人的喜悦写在了脸上

“枣庄辣子鸡的秘诀，就在这
薄皮辣椒上，俗名叫‘一窝蜂’，在
锅里一炒，喷香！”在2020年中国
(枣庄)农民丰收节上，农产品展
位上的工作人员向记者自豪地介
绍着。

9月22日是中国传统节气“秋
分”，同时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
的举办日，今年枣庄市“丰收节”
会场设置在了薛城区周营镇，如
果用“普天同庆”来形容这一天，
那周营镇居民的喜悦更是写在了
脸上。

“这石榴快赶上我头大了！”
前来参观的游客观赏着各式各样
的农特产品流连忘返，参展的工
作人员更是卖力的推介，大石榴、
土灵芝、辣子鸡……传统特产以
及培育引进的新品种一一映入人
们的眼帘。

百品荟萃的展会，浓缩了
枣庄农业发展的精华，而周营
镇更像是一个立体缩影，从它
身上折射出了现代高效农业发
展之路。

这一切，还得说回大沙河。
几年前，周营镇依托镇域内

“大沙河贯穿南北，支流纵横东
西”的地域特色，实施“一带一片”
生态建设工程，对全长35公里的
周营大沙河实施三年综合整治，
以大沙河白楼湾段为中心，建设
覆盖5个村的白楼湾乡村振兴示
范片区。

大沙河水系治理后，新增
蓄水 6 0 0万立方米，带动沿岸
新增农业结构调整8000余亩，
全镇蔬菜大棚种植面积达5万
亩，叫响了周营早春土豆、沙
河涯萝卜等一批农产品品牌，
2家合作社成功挂牌“上海蔬
菜外延基地”，土地亩产效益
由1 0 0 0元增加到1 0 0 0 0元，蔬
果 年 产 量 达 1 6 万 吨 、产 值 近
3 . 1亿元。引进建设盈亮农业

生态园、禾佳欢生态园、十里
万现代农业示范园等现代高
效农业项目，引领农业由传统
种植向高效种植转变。

目前，周营镇是全区唯一的
全农业镇，虽是农业主导，但它却
撕掉了农业落后的标签，成为了
引以为傲的发展资本。

精细管理的菜园
产品不愁卖商家抢着买

青翠的辣椒藤，这个时节正
开着黄花，两名妇女从地里走过，
用手中的杆子挨株拨弄着辣椒
藤，“这是在让花授粉，是园里的
技术员教给我们的。”

这是盈亮农业生态园的辣椒
大棚里工作的一幕，为了让结出
的辣椒更加优质地道保正风味，
农户需要对作物从生长到结果的
各环节进行干预，而她们口中的
技术员名叫闫继森，来自山东蔬
菜重镇的寿光，是当地邀请来的
专业种植技术员。

“我们的蔬菜不愁卖啊，到
了成熟的季节，大棚外排满了
来拉货的卡车。”闫继森为这些
现代化高效农业大棚打造了一
系列独特的系统，根据不同的
蔬菜使用不同的技术手段，同
时教会农户种植维护的手法。
因此，虽然有些操作看似“费人
工”，但也正得益于这种针对性
的培育手段，才让这里产出的
蔬菜在超市里卖上了价格，为
农户们增加了收益，“无公害、
有机、绿色，超市里都来抢呢。”
闫继森自信地说。

盈亮农业生态园内的大棚
属于扶贫项目，从大棚种植到收
获，用工不间断，正好为附近贫
困户群众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
让他们依靠自身劳动实现稳定
脱贫。“在用工的选择上，我们优
先考虑周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
户，同时也带动起了周边的村
镇。”闫继森说。

农忙时节的周营镇犹如一幅
色彩浓烈的画卷，除了蔬菜精细
化种植外，粮食种植也实现了集
约化、现代化。

千余亩的玉米地里，褚刚
正看着大型收割机将自己数月
来辛勤劳作成果颗粒不落地收
入粮仓，心情格外舒畅，“以前
纯靠人来收，几天才能收一亩，
现在机器一发动，一天40亩不
是问题。”褚刚是周营镇最早采
用机械化的农户，如今他的高
效农场成为了典范，接待了许

多观摩和考察。
如今，周营镇又建起了新的

玻璃种植大棚，向更进一步的现
代化高效农业加足马力开进。

大沙河的故事说不完
“绿水”成为百姓的“活水”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
于周营镇来说，这股“绿水”正是
大沙河，它也成为了这里的“活
水”。

周营镇按照“亲水、治水、保
水、活水”的思路，坚持以“河湖长
制”为抓手，健全镇、管区、村三级
河湖长体系，现场调研勘测，对全
长35公里的周营大沙河干流及3
条支流、4条河流、52个自然村穿
村水系进行综合整治，全面打造

“河库相连、河塘相连、河河相连”
的生态水系格局。

走在白楼湾畔，人们能不时
看到水鸟从芦苇丛中窜出，踩踏
着水面留下一圈圈涟漪，世外田
园般的景色让居民的生活悠然又
充满诗意。

“1939年冬天，八路军115师
在此组建了运河支队，从此，这面
旗帜便飘扬在了运河南北的大地
上，千余名抗日健儿活跃在敌人
的心脏地带。”运河支队记忆馆讲
解员孙道亭在大沙河畔介绍着。
他的奶奶就是运河支队的一员，
从小听着先辈的事迹长大，他对
这段历史也有着浓厚的感情。

在孙道亭的帮助下，周营
镇深入挖掘运河支队诞生地这
一红色资源，建设了运河支队
记忆馆、鲁南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展览馆和运河支队主题广
场，运河支队记忆馆自今年7月
1日开馆以来，累计接待5万人
次，让更多人记住了历史，记住
了大沙河畔的周营镇。

大沙河的故事怎么说也说不
完，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还在续写

着新的故事，以大沙河为支点的
“生态+”战略，让这里持续焕发
着生机。

生态建设勾勒出振兴轮廓
“生态+”模式带动全面发展

“以‘生态+产业’筑牢乡村
振兴基础，以‘生态+文化’涵养
乡村振兴灵魂，以‘生态+组织’
夯实乡村振兴保障，以‘生态+人
才’强化乡村振兴支撑。”周营镇
党委书记孙法伟介绍，近年来，紧
扣乡村振兴总要求，周营镇因地
制宜、精准发力，开辟了周营“生
态+”模式，以生态建设勾勒出乡
村振兴的轮廓。

金色沙滩、红色火车、五
色花海……这些难以与乡村
沾边的景观都出现在了周营，
不仅如此，这里还配套建设滨
水 长 廊 、游 船 码 头 等 游 玩 设
施，1 3 座 观 光 连 栋 棚 拔 地 而
起 。周 营 镇 利 用 位 于省道 附
近、京台高速路出口的大沙河
白楼湾段区位优势，充分发挥
生态水系治理成效，整合高效
农业、农耕文化、红色文化、地
域特色等，擘画出覆盖 5个村
的白楼湾湿地公园，打造集观
光旅游、农事体验、红色教育、
休闲农业于一体的乡村旅游
目的地，每到节假日，这里会
迎来很多游客前来观景休闲，
体验采摘乐趣。

种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
“生态+”带动起周营全面发展，
生态的好环境也成就了吸引人才
的好环境，一批返乡人才、入乡人
才、在乡人才在此创业兴业，这里
的生活节奏也在不断加快。

周营镇村与村之间距离不
近，但都通上了宽阔整洁的大道，
穿行其间，你能看到各式轿车飞
驰，也能看到各种农机器械奔忙
前进，这正是周营秋收的图景。

“借问仙人何处住，久居家乡白楼湾。”这是枣庄市薛城区周营镇白楼村居民口中传颂的一句古诗句，描绘着古时大沙沙河沿岸的旖旎风光。
大沙河是一条有故事的河，它贯穿周营镇域南北，抗战时期是大运河支队的发源地，悠悠河水见证着河畔两岸兴衰变迁迁，如今周营镇再次以大

沙河为支点，走出了一条“生态+”发展之路，乡村、产业、文化加速振兴。在脱贫攻坚决胜之年，大沙河继续翻涌，承载着薛城区周营镇在新时代继
续破浪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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