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河县郑路镇各村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一村一品”打造富裕美丽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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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朱鸿飞

为提升商河城市软实力、彰显城
市人文精神，服务全国文明典范城市
创建工作，殷巷镇“秧歌红”志愿服务
队积极响应号召，把宣传宣讲、文明
实践深度融入到经济社会发展、城市
治理的全过程各环节，掀起一股志愿
服务热潮，营造了全民参与、全民共
享的文明创建浓厚氛围。

常态化组织开展卫生环境志愿
服务活动，志愿者们按照预定区域
分工，对镇、村主干道路两侧的各类
生活垃圾、环境卫生死角进行了全
面清理。同时，对沿街商铺和群众宣
传环保知识，引导群众积极支持、主
动参与，自觉爱护辖
区环境，保持良好卫
生习惯，努力营造全
社会参与环境卫生整
治工作的良好氛围。

围绕增强基层宣
讲实效性，殷巷镇在
突出宣讲重点、丰富
形式载体、建强宣讲
队伍、优化体制机制
等方面进行了广泛探
索。20余名宣讲志愿
者结合亲身经历和所
思所感，用真挚朴实
话语传播党的理论、
阐释政策主张、回应
群众关切、满足群众
需求，将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与老百姓的火热
生活、群众身边可知
可感的人和事联系起
来，让理论宣讲更接
地气、更动人心。

志愿者主动参与
文明交通志愿服务，
每天在早晚交通高峰
期，在重要交通路口，
对非机动车闯红灯、
逆向行驶、越线等候，
以及机动车不主动礼
让行人等不文明行为
进行劝阻，让遵守交
通规则、遵循交通礼
仪、安全文明出行成
为人们的一种自觉行
为习惯，不断提高市
民文明素质、城市文
明程度。

志愿者根据镇防
控办统一安排部署，
深入各检测点开展疫
情防控志愿服务活
动，参与测温登记、上
门核检、宣传劝导等工作，保障服务
村居全员核酸检测工作有序开展。

常态化对沿街商铺等各类公共
场所“场所码”查验应用情况进行持
续不间断、全覆盖式的监督检查，针
对辖区场所“场所码”使用、场所码
入门扫码提示、查码验码等工作，敲
门入户进行提醒并督促整改。

充分发挥“奉献、友爱、互助、进
步”的志愿服务精神，深入困难群众家
中开展帮扶活动，宣传用电用气安全，
宣讲帮扶政策，对群众所关心的城乡
居民医保资助参保政策、住院医疗救
助政策等相关政策进行详细解释说
明，让困难群众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
温暖，增强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

下一步，殷巷镇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将继续线上线下相结合，收集
各类服务需求，组织开展多类型特
色活动，引导志愿者积极参与新时
代文明实践活动，充盈工作内容，完
善发展需求，打造“殷巷品牌”助推
创建文明典范城市工作。

通讯员 张鹏程

得“甜”独厚

每年初春，走进果香味十足的路家村，整
个村庄被“甜蜜”包围。绿油油、圆溜溜的小西
瓜缀满藤蔓，每到周末就引得无数市民前来体
验采摘，为路家村的“甜蜜事业”再添一桶金。

说起路家村的“甜蜜事业”，可以追溯到
上世纪90年代，如今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发展、

“代代”的传承改良，以及现代高科技大棚和
农业专家的指导，现在的“珍珠红”西瓜个小、
皮薄、清甜多汁，可以一弹即裂，扒皮即吃，不
仅成为路家村的代名词，更是贫困村变致富
村的法宝。

“一村一品”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1+1>
2”的辐射和带动效应。路家村充分发挥“一村
一品”的放大效应，探索出“地上建棚子、四季
卖果子、青山变金子”的“三子”致富经，让村庄
变美，百姓变富，户均增收达到13万元，成为名
副其实的明星村，还摘得山东省“一村一品示
范村”的金字招牌，村民日子越过越甜。

瓜“菜”成畦

“销路不愁，就是产量供不上。”张尚庙村
党支部书记王笃坤聊起了他的“幸福烦恼”。
原来，为了促进乡村振兴，鼓起村民的“钱袋
子”，近年来，郑路镇立足“一村一品”发展特
色蔬菜产业，高标准建设了智能蔬菜大棚，用

于种植黄瓜、西红柿、芸豆等绿色蔬菜。“收成
好的时候，一个大棚能带来20万元的效益。”
王笃坤介绍。

走进蔬菜大棚，各种特色蔬菜生机盎然。
据了解，郑路镇蔬菜大棚已发展到8000个，露
天菜0 .95万亩，年产蔬菜29 .1万吨，形成了以
订单式种植为主，春季大棚菜、夏季露天菜、
秋季复种菜、冬季温室菜搭配生产、四季常鲜
的生产格局。

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郑路镇积
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打造“一村一品”，大力
推进农业产业化建设，依托展家“展旺”蔬菜
的响亮招牌和独特地理优势，辐射带动姜楼、
淄角等十多个乡镇果蔬产业发展，进一步推
动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乡村振兴增添
了新活力。

药到“贫”除

地处“两市三县”交界处的郑路镇不仅具
有天然的地理优势，武集村更有其有独特的
资源禀赋，仅用4年时间，便成为郑路镇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路上的另一个样板。

药材是武集村种出来的“药财”。2018年
起，武集村坚持党建引领发展，探索“三变”改
革，农户以资源资产入股，企业以资金技术入
股，村集体以管理服务职能入股，带领村民发
展中草药种植产业，并于2020年创办济南武
集华丰园种植专业合作社，同年该合作社被
评为首批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县级示范社。

武集村中药材产业正在成为郑路镇的精

品产业，全村建成中药材良种繁育面积1200
亩，种植传统中药材十余种，年销售额达200
余万元。目前，武集村正在规划打造集中药材
种植、中药材科普、观光游览和休闲旅游于一
体的特色产业园，深度推进中药材产业农文
旅融合发展，乡村振兴路越走越宽广。

拥“帚”清尘

深秋时节，气温骤降，然而郑路镇大石家
村却是另一番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眼下正
是高粱成熟的季节，村民们正忙着运输采摘
下来的笤帚苗，村内各个笤帚加工点正加班
加点绑扎笤帚……

小小的笤帚串起了致富一方的产业链，
在大石家村，家家都会绑笤帚，户户都是小老
板。目前，全镇有笤帚加工登记个体企业46
户，加工户226家，生产加工能力达到2000万
把件，1500余人被吸附到产业链上，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稳步增长。

从百年前的散户加工，到现如今的成规模
发展，郑路镇乘着“大石家”笤帚被评为济南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快车，借势深挖其资源优
势，探索出一条“非遗+乡村振兴”的“一村一
品”特色发展之路，让老百姓实现家门口创业、
指尖上增收，“老”产业焕发出“新”活力。

近年来，郑路镇在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提
升人居环境的基础上，以发展特色高效农业
为目标，探索出一条产村融合发展新路径，

“一村一品”也从十年前的产品向今天的品
质、品味、品牌进化，焕发出乡村振兴新生机。

通讯员 魏安然

在商河县贾庄镇孟庄铺村，每天上午七
点和下午四点，都会响起垃圾收运车巡回服
务的大喇叭广播，村民们会自觉将提前分好
类的垃圾拿出来倒入收运车的垃圾桶内。从
村民家里统一收垃圾，再由管护员转运到村
里的垃圾转运站，这里的专业人员对分类垃
圾进行分类分拣、回收利用和无害化处置，这
就是当地探索建立的农村垃圾处置新模式。

贾庄镇将分类好的生活垃圾进行分类运
输和分类处置，其中有害垃圾送往济南市有
害垃圾暂存中心，厨余垃圾进行厌氧资源化
处理，其他垃圾运到商河县垃圾处置中心，回
收垃圾进入再生资源回收体系，最终实现生
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

商河县自2019年在济南市首推“定时投
放、定点收集”的垃圾不落地、不混装收运模式
以来，贾庄镇共有88个村庄开展定时定点上门
收运工作，实现全覆盖。通过精准推行垃圾分
类，有效实现环卫系统与再生资源系统“两网
融合”，推进垃圾减量化和资源化，这也是坚持
绿色发展，引领乡村生态振兴的一个缩影。

从“村容整洁”到“生态宜居”，乡村振兴
战略对农村生态环境建设定的“格”更高，

“面”更大，也为贾庄镇带来了难得的发展契

机。在村庄清洁方面，提升村庄公共环境质
量,指导群众铲除病媒生物孳生环境,加强畜
禽养殖管理,严格抓好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
减少人畜共患病传播风险。在提升“厕所革
命”质量方面，加强农村厕所革命与生活污水
治理有机衔接，推进厕所粪污分散处理、集中
处理与纳入污水管网统一处理，积极推进农

村厕所粪污资源化利用。在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方面，抓好农户污水治理,建好排水、污水
处理设施，其中在小付家村建立农村污水集
中处理设施，实现全村污水集中处理，抓好村
庄周边沟塘、河道等污染水体的治理,集中力
量打好河道、塘沟垃圾清零歼灭战，全面提升
农村群众幸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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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家村的“珍珠
红”西瓜产业全景图
谱、展家村的丰收菜
园、武集村的中药材

“宝贝”、大石家村的
笤帚成为“爆款”……
走进商河县郑路镇的
广袤农村，处处都是
不一样的景象，各村
立足有利条件，把资
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
势，打造出具有本地
特色、打上本地烙印
的“一村一品”，一幅
百花齐放、各美其美
的乡村振兴画卷铺展
开来。

商河县贾庄镇探索农村垃圾处置新模式

人居环境整治让乡村美丽更宜居

贾庄镇探索农村垃圾处置新模式。

立足“一村一品”

发展特色蔬菜产业，高

标准建设了智能蔬菜大

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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