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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菜农不简单
种大棚菜用上轨道车

袁志生今年51岁，是个种菜“老把
式”，在大棚里摸爬滚打了大半辈子。不
过，老袁种大棚，可不是凭借“蛮力”，而
是诸多的“巧劲”。在种菜过程中，他别出
心裁，较为广泛地采用了相对体系化的
智能化、自动化设备，并因地制宜进行了
改进，形成了自己“六大绝技”。

平时他话不多，但一说起这些高科
技，却是滔滔不绝，一开口就征服了在场
的人，尤其是65个大棚村的村支书。

“我这个棚是今年春天投资20余万
元建成的”，种植户袁志生说，“主要种植
彩椒，目前已经成熟开始陆续采摘售卖
了”。

说罢，袁志生就坐上棚内的轨道车，
发动车子前进后退，轨道车如履平地、进
退自如。“别小瞧这辆车，能拉一千多斤
呢，拉一趟能顶十个人工”，老袁说道，

“我打药、运输都靠它，省时又省力，好用
得很！”前两天，老袁坐轨道车摘菜的视
频发在了抖音上，没想到还一下火了。

“自从用上了轨道车，腰也不酸了腿也不
疼了，轻轻松松运货，舒舒服服赚钱！”老
袁乐呵呵地说。

随后，袁志生话锋一转，又指着大
棚里吊起来的塑料薄膜说道：“大家别
小瞧这层小薄膜，作用可大着哩，不仅
能防冷风，还能防水蒸气冷却往下滴落

水珠，水珠容易让辣椒生病减产，安装
上这个塑料膜，就能大大提高辣椒的产
量。”

“大家都知道温度对棚内种植作物
影响很大，我用手机就能知道棚内温度，
并且还能控制出风系统”，袁志生骄傲地
拿出手机向支部书记们展示，“大家还别
不信，安装了智能化的自动放风机可以
根据棚内温度变化自动开关风口，信息
费一个月只花一块钱，手机设置温度即
可实现自动化控制，实现温度实时查询
和故障及时提醒，避免因停电和设备故
障造成的损失。”

“大家来到我的大棚种植区后，可
能也纳闷，怎么没找到挖的水井，现在
我来告诉大家，我的大棚没有井，就是
用水肥一体自动化系统，采用滴灌的方
式，送到每棵辣椒苗旁边，精准浇灌精
准施肥，动动手机就能办了，根本就不
用人盯。”

“前一阵子下雪，大家可能都听说了
周围地区有好多大棚都因为雪大，棚塌
了，我的大棚就没事，大家知道为什么
吗？”袁志生还卖了个关子，指着棚内中
间多加了一排支撑柱说道，“就是因为我
的棚里面有三列支撑铁柱，别的棚里只
有两列，下大雪一点都不受影响，还能抗
震呢！”

袁志生跑到大棚外，指着大棚上覆
盖的棉被说道，“大家看看我的棉被，不
用人工卷，摁一摁开关，就自动覆盖自动
卷起，大大保障种棚户的安全，安装上之
后，就再也不用去爬上爬下了，节省了时
间，还能让辣椒有更充足的光照，增产增
收。”

原本老农民
成了技术推广员

“不看不知道，一看真奇妙”，黄孙庄
村支部书记李世海说，“回去我一定好好
跟本村的大棚种植户讲讲，领着他们来
看看，好好学学老袁的新技术。”

“这些新技术实实在在地给种棚户
省了钱、省了力”，许寺村支部书记许秀
军看着大棚轨道车赞不绝口，“村里还有
好多种植户靠人工在棚里运输，回去后
我一定给他们推广推广，省大力气了！”

现场会上，县蔬菜技术服务中心主任
吕明、镇党委书记李孝玉共同为大棚种植
户袁志生颁发“技术推广奖”，并颁发1万元
奖金，聘请袁志生为技术推广员，负责为全
镇种植户讲解推广新技术经验。

袁志生激动地表示：“我一定不辜负
领导和乡亲们对我的厚望，今后将把我
知道的新技术、总结的好经验毫无保留
地教给和我一样的种棚户，让玉皇庙有
更多的农民受益新技术！”

玉皇庙镇党委书记李孝玉说，小发
明、大收益，小技术、大作用，小经验、办
大事。他说，开现场会的目的就是来向袁
志生学习，参观新技术、学习新经验。下
一步全镇的农业发展方向将向机械化、
自动化、智能化、信息化转型，最大程度
地减少劳动力、劳动量，最大程度的智能
化、自动化，既省工省力又大大提高蔬菜
品质。同时，各村和各经营主体要积极采
取注册协会、成立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等
方式，争取项目帮扶资金，大力探索现代
农业发展新模式、新思路、新技术。

12月8日下午，商河县乡村振兴观摩
团走进张坊镇。副县长张成伟，县人社
局、农业农村局、生态环境局主要负责同
志；县委组织部、县委宣传部、法院、妇
联、发改局、工信局、财政局、民政局、交
通运输局、住建局、城管局、水务局、文旅
局、乡村振兴局、畜牧兽医事业发展中心
分管负责同志参加活动，张坊镇主要负
责同志陪同。

在张坊镇树家村鲁台木立芦荟种植
基地，张成伟一行详细查看了芦荟种植
品种,了解了发展前景、增加就业及产品
销售情况，听取了负责人就芦荟基地发
展规划、种植规模和经济效益等方面的
介绍。

张成伟对该镇今年来在乡村振兴工
作中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对
今后发展提出几点建议，一要坚持高效
推进。进一步拉高标杆、提升标准，再接

再厉、积极探索，立足张坊镇的发展特
色，努力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路径
模式，为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作出更
大贡献。二要坚持党建统领。以党建为核
心，抓实党员干部队伍建设，聚焦产业资
源禀赋，坚守为民服务初心，积极打造党
在基层的主站点、服务群众的大平台。三
要坚持问题导向。要更加自觉地把抓好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政治责任，对准
问题短板、认真查漏补缺，坚决把来之不
易的脱贫攻坚成果巩固好、拓展好。

据了解，自树家村新一任党支部成立
以来，党支部没有被村庄一穷二白的情况
所困，从提升村干部队伍素质入手，抓学
习、抓团结、抓民主，开展班子队伍集中整
顿，提升村干部干事创业能力素养。

在镇党委的支持帮助下，树家村以
“双招双引”为契机，积极与客商进行对

接，吸引更多的客商前来考察。山东爱维
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商河县保农仓股
份有限公司正是看中了树家村村两委班
子团结和当地完善的灌溉设施，分别到
树家村进行投资。

在镇党委的坚强领导下，树家村支
部带领树家村和各企业精诚合作，共同
努力打造张坊镇花卉、中药材特色产业
园。树家村统筹做好花卉、中药材的种
植、加工、销售，全力为爱维德、保农仓等
企业提供服务保障，同时依托花卉、中药
材产业，拓宽发展渠道，做好后续高效农
业发展，实现户均增产、人均增收，不断
壮大特色产业发展，走出一条产业振兴
之路。

下一步，张坊镇将上下一心，进一步
总结经验、统一思想、明确方向、加压奋
进，更好地推动乡村振兴工作高质量发
展。 （通讯员 米荣生）

12月7日下午，泉城海关关
长、督办杨炳文，副关长王英，查
验二科科长郑绪广，查验二科二
级主办姜勇到山东纽澜地数字
农业有限公司孙集镇项目建设
现场进行项目初验。县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王帅，县商务信息中
心主要及分管负责同志，县畜牧
兽医事业发展中心分管负责同
志，孙集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戴
慧英及相关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王帅要求，县畜牧兽医事业
发展中心要对企业提供专业的
技术支持，确保项目按照环保测
评标准顺利进行；商务信息中心
要加强与服务贸易、跨境平台的
联系沟通，进一步扩大政策的覆
盖面和扶持力度；孙集镇要持续
优化营商环境，立足企业需求，
进一步提升服务企业发展的“店
小二”能力和水平，助力企业发
展壮大。

王英对现场情况进行督导
并要求，企业要按照督导情况倒
排工期，加班加点不停歇，确保
项目建设扎实有序推进，同时要
加强督查管理，抓实抓细各项工
作举措，确保项目验收顺利完
成。杨炳文强调企业要全面做好
项目竣工验收工作,保障项目顺
利投入运营，同时积极配合海关
做好隔离防疫管理等工作，全力
推进，确保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
见效；相关职能部门要树牢服务
意识，强化工作举措和责任担
当，继续加大对企业的扶持力
度，进一步提升服务效能和水
平。 （通讯员 王素征）

12月7日，2021年省级农业
产业强镇名单公示，商河县殷巷
镇入选。

据了解，殷巷镇成立农业产
业强镇申报领导小组，以农业产
业强镇建设为契机，借力上级政
策支持，突出规划引领，按照“扩
规模、补链条、创品牌、强产业”
的特色产业发展思路，编制农业
产业强镇发展规划，细化组织协
调、项目实施、创新要素供给等
内容；突出资源整合，积极争取
涉农项目资金，全面整合形成集
聚效应，积极创造条件招引社会
资本参与，形成多元主体共同投
入格局。着力打造小麦生产示范
基地，依托龙头企业引领，支持
山东金沙河面业有限责任公司
打造小麦先进生产园区，深入推
进农地入市工作，推动土地规范
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土地流转
率已达55%以上，高于全县平均
水平。成立留兰香产业党委、果
品产业党建联盟，打造省级农业
标准化生产基地。全镇优质粮食
种植面积达10 . 3万亩，可为金沙
河面业提供优质原粮 50000余
吨；留兰香种植规模达1 . 2万亩，
成为全国最大的留兰香种植基
地；果树种植总面积6000余亩，拥有果树种
植标准化基地25处，优质果品60余种。

以金沙河面业项目落地投产为发展契
机，学习借鉴金沙河农业合作社获评“全国
农民合作示范社”的经验做法，统筹产业发
展与旅游规划，进一步整合文旅资源，在现
有的观光、采摘等活动基础上，推进研学项
目、工业旅游项目建设，促进“旅游+文化”

“旅游+教育”“旅游＋工业”融合发展。成
立留兰香产业党委，统筹区域产业资源，建
设山东商河留兰香精准农业创意园，完善
田园社区基础设施、休闲旅游服务和民宿
等要素，加速一二三产融合，成为全县现代
高效农业发展样板。（通讯员 刘海丽）

全县乡村振兴现场观摩团走进张坊镇

商河县玉皇庙镇召开大棚新设备新技术推广现场会

种菜老把式收65个村支书当“学生”
近日，商河县玉皇

庙镇在太平庄村召开大
棚新设备新技术推广现
场会。在大会上，主角不
是参会领导，也不是业
内专家，而是太平村大
棚种植户袁志生。当天，
他不仅介绍了自己的经
验，而且还“收了”65个
村支书当“学生”，希望
他们能把自己的经验和
技术推广出去，让更多
的农民兄弟受益。

今年春季，太平庄
村新规划大棚园区100
亩，建设日光温室7个，
袁志生的大棚就是其中
之一。

今年春季太平庄村

新规划大棚园区100亩，建

设日光温室7个，袁志生的

大棚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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