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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组织领办合作社
特色路越走越宽敞

走进刘营村一个占地2亩多
的大棚，放眼看去，朵朵的小黄
花伫立于枝藤之上，点缀满眼葱
绿，一根根绿色的吊绳上盘绕着
西红柿茎蔓。种植户刘磊正在查
看植株的生长情况，时不时弯腰
看一下植株的根部、苗叶的长
势，手里拎着装有营养液的罐
子，为每一株西红柿苗点花授
粉。尽管工作重复琐碎，但看着
大约半米高、长势喜人的西红柿
苗，刘磊乐在其中。

“点了花之后还需要选柿
子、打岔子、盘柿子。”刘磊种了4
个大棚的西红柿，由于采用早春
棚种植，光照时间成为西红柿成
熟的重要因素，预计收获期将从
4月份持续到5月初，4个大棚能
结出近5万斤的西红柿。“刘营村
的西红柿营养价值很高，口感比
普通的西红柿好，市面上每斤能
卖到6元。”刘磊说，自己从1999
年开始利用大棚种植西红柿，平
日里都是他和妻子一起打理，收
获的季节再雇人来帮忙，“一年
下来西红柿能卖将近20万，纯利
润也有十来万。”刘磊对这个收
入很满意。聊起种植大棚西红柿
之前的年收入时，刘磊摇摇头
说：“那时候就是种农作物，一年
下来顶多挣个两三千元。”农闲
时出远门打工，如此一对比，刘
磊对现在的日子很知足。

每年3月至4月，是刘营村西
红柿丰收的季节，每到这个时
期，来自各地的西红柿收购商都
会把大卡车开过来，一枚枚鲜红
透亮的西红柿装筐后，被售往全
市各地，在刘营村，从事西红柿
种植的有近400户。记者了解到，
刘营村种植西红柿历史要追溯
到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已经形
成特色种植方式，加上天然的土
壤优势，刘营村的西红柿口感
好、品质佳，引得越来越多的村

民加入到西红柿种植的行列中。
顶峰时期，全村曾有近八成村民
户种植西红柿，大棚数量高达
200余个。刘营村也给予了政策、
技术、销售等方面的支持。“全村
西红柿种植面积300多亩，村里
有60%的村民在市区买了房。”
刘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黄发强自豪地讲述着村民们生
活条件的改善。

随着西红柿种植规模的扩
大，刘营村紧抓契机，充分利用
本村种植技术、农业资源，成立
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经营蔬菜、
水果，以及进行农产品加工，线
上线下共同销售。“这几年我们
引进新品种，种出来的西红柿品
质也比以前好了，影响力也大
了，老百姓收入更是翻了一番。”
黄发强告诉记者，今年村里又扩
大了种植规模，从去年的200余
亩增加至300亩，按亩产1 . 5万斤
计算，总产量将达到450万斤，增
加村集体经济收入近5万元。

今后刘营村党支部将合作
社发展方向定位在“西红柿种植
+合作社运营+线上线下销售”
的新发展模式。村民用原产品和
劳动力入股，赚取一定的加工
费，增加家庭收入。用“菜篮子”
鼓起村民的“钱袋子”，用大棚的

“金钥匙”打开百姓的“致富门”。
“目前，合作社已经吸引了20余
家种植户，去年村集体经济也有
了明显增长。这些年来，刘营村
大力发展西红柿特色产业，为促
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特别是
打赢脱贫攻坚战，发挥了重要作
用。”黄发强说，他希望依托“刘
营村西红柿”这张金名片，把西
红柿产业做大做强，进一步提升
产品品质，增加产业效益。

成立首个村办企业
集体经济枝繁叶茂

在吴家湾村西侧的绿化苗
木种植基地，占地90多亩的综合
苗圃沿铁路线延伸，1万多棵海

棠、黄金槐等苗木正散发出特有
的香气，昭示着春天的气息。经
过两年的运营，基地内的各类苗
木均已成材，在传统的皮革产业
转型升级后，再次给村级经济打
了一剂强心针。

曾经，吴家湾村的皮革生意
可谓是远近闻名，但村民们鼓起
腰包的同时，村集体收入却较
少。随着近年来环保政策的收
紧，村里以往大量存在小作坊式
生产模式也难以适应新的市场
要求，因此吴家湾村的产业转型
升级势在必行。

谁都知道产业转型升级的
必要性，可“怎么转、往哪升”的
问题摆在眼前，村两委一时之间
拿不出方案，村民们也都处于观
望的态度。“要改变村庄的发展
态势，不仅需要资金、技术等方
面的投入，更要因地制宜、根据
自身实际制定发展规划，因此我
们村两委班子也进行了多次会
商。”吴家湾村党支部书记朱峰
告诉记者，经过几次集体会议
后，有村两委成员提出，村里有
从事苗木种植的经验，具有一定
的产业基础，在技术上并不存在
太大的障碍，可以从这方面入
手，引导村民调整产业结构。

有了发展方向，可土地又成
了问题，几次流转土地的尝试都
不成功，让规划中的苗圃建设陷
入停顿。直到2019年，吴家湾村
开展集体土地清退，再加上部分
村民承包土地到期，这才让苗圃
的建设有了土地承载空间。有了
土地，绿化苗木种植基地项目的
建设正式提上日程，吴家湾村两
委成员与村民代表多次在济宁
及周边地市考察技术、市场等方
面的情况，选定了海棠、黄金槐
等多个种植品种。在乡村振兴服
务队配套资金的帮扶下，吴家湾
村筹集集体资金260余万元投入
苗圃建设。

去年10月份，吴家湾村又成
立了太白湖新区的首个村办企
业——— 济宁吴家湾鑫农产业控
股有限公司。公司董事会、监事
会均由村两委成员、村民代表兼
任。“成立公司的好处很多，前期
回收的1000亩土地通过统一耕
种小麦和玉米，实现资源的集约
管理，成功减少了开支，实现了

土地资源的合理规划和市场开
发。回收土地统一管理后，每亩
地的收益增加到1500元。”朱峰
自豪地介绍，预计每年的谷物种
植将为村集体带来120万的收
入，增收幅度高达60%。

聚焦农文旅融合
营造诗意理想家园

只要一有空，太白桃园的负
责人杨伟国就会到自家桃园里
采摘冬桃、修剪。

“这个品种叫石桥肽桃，它
果实厚重、汁多味浓、脆甜可口，
富含小分子肽，防衰老。而且冬
桃成熟期较晚，十月中旬成熟，
生长期长、耐储藏，在冷库储存
可保鲜一个月。”在杨伟国经营
的1200亩桃园里，桃子大都在
0 . 5斤至1斤之间，其中不乏有
1 . 5斤的优质桃。

“新品种大家往往不敢尝
试，怕品种不好，怕市场不认，那
我就先来试一试。”2015年，杨伟
国揣着他的“桃园梦”，在南阳湖
农场一区的1200亩复垦地挥锹
掘土，将70万棵浸满梦想和希望
的桃苗种了下去。但梦想的美好
与现实的骨感还是给他来个下
马威，回馈他的，是济宁有气象
记录以来几十年未曾遭遇的特
大雪灾，70万棵桃苗、1000余万
元的投资，瞬间化为乌有。但不
甘于命运的杨伟国次年却扛着
那把熟悉的铁锹，迎着料峭的冷
风，再一次将千亩土地里种满了
桃苗。

俗话说“三分种，七分管”，
果树要想达到丰产的目的，提高
经济效益，就必须得在种植与管
理上下苦功夫。太白桃园的土地
属于塌陷地，水和肥料无法在土
地里长时间贮存，贫瘠的土地生
长出优质的果实，前两年的收获
不同样用惨淡形容。于是，改良
土壤成为头等大事。3年间，杨伟
国在桃园里投入了上千吨的肥
料用于改良土壤，直到2018年才
初见成效。桃园又使用70多种中
草药做成土农药喷洒，既能治虫
还能防病。经此培育的产品色泽
艳丽、甘甜清脆、口感独特，深受
消费者好评。

值得关注的是，致力于桃子

的品质提升，杨伟国在礼盒外包
装上打上了“石桥肽桃”的品牌
标签。

“除了线下销售，我们还与
直播平台合作采用线上销售的
形式，让全国各地的朋友都能尝
到太白桃园的优质肽桃。”杨伟
国告诉记者，除了供应优质肽
桃，太白桃园还延长了产业链，
研发了桃汁、桃脯、桃酒、桃花
饼、桃花奶酪等产品，在桃树管
理经营方面推出了桃树认养与
农耕教育方式，让市民有机会参
与到认养桃树的管理当中来，同
时体验贴近自然的农耕文化的
乐趣。

不仅如此，太白桃园建立了
网上电子商务平台，创建了“梦
诗仙”共享农业网上溯源查询系
统，使企业成为集基地生产、贮
藏保鲜、观光、采摘、认养、农耕
教育、网上销售、溯源查询，与研
发、推广为一体的循环型经济企
业。“太白桃园将脱离延伸产品
代加工的现状，建立独立的冬桃
深加工产业基地，围绕桃汁饮
料、桃酒、桃花香皂，做大做强农
产品经济，打造具有石桥特色的
优质农业品牌。”杨伟国表示。

产业旺，乡村兴。桃产业的
蓬勃发展，是石桥镇坚持走生
态、绿色发展之路的一个缩影。
也是新区“3635”工作布局“六个
一”生产力布局中，“一区”的特
色产品支撑。近年来，太白湖新
区将地域特色与文化、旅游等要
素相结合，坚持五大振兴一起
抓，加快打造“文旅康养新高地、
都市农业聚集带、乡村振兴样板
区”，绘就出一幅农业高质高效、
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
优美画卷。

下一步，石桥镇将聚焦城乡
融合发展，依托古泗河文化集聚
区、幸福河智慧农业示范区、老
运河乡村旅游体验区三大特色
发展板块，全力推进古泗河冷链
项目建设，扶持石桥农业智慧园
高标准果蔬基地、山东公用现代
渔业、新闸稻蟹混作、市供销社
为农服务中心、博物馆小镇、新
闸楝湖小镇等项目建设，在临菏
路南形成农文旅融合发展的产
业集群，打造近悦远来的都市农
业基地。

太白湖新区石桥镇全域赋能组团带动，夯实乡村振兴之基

夯实发展之基，绘就宜居画卷
记者 邓超 崔常松 见习记者 李彦霏 通讯员 刘敏 武海涛

太白湖新区石桥镇辖区面积77 . 6平方公里，含32个村、2个社区。
石桥镇南依太白湖，泗河从这里蜿蜒流过。莲藕种植、淡水养殖、皮
毛加工、生态农业，是石桥镇农业生产的四大特色。随着乡村振兴战
略的深入开展，莲蓬、西红柿、西瓜等特色优质农产品层出不穷，能
赶得上季节物产丰富，能顺应起时令追求新鲜，绘就出一幅农业高
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壮美画卷。

石桥镇三强高效农业示范园项目。

刘营村西红柿大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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