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6月15日 星期三 编辑 王任辉淄博09

随着第二批省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名单的出炉，从去年年底开始，高青县花沟镇以独特的身份出现在大众眼前。
作为一座长期以农业为主的乡镇，花沟镇缘何在全省竞争中突出重围？而今的花沟，又有怎样的面貌？近日，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对

此进行了探访。

贾王段村通过三资清理将村里的闲置土地改造成了小公园。

十六户村种植的金银花

村庄变花园 农民笑开颜

冷锅冷灶无人陪，电视机前
独发呆。这是当下农村留守老
人普遍的生存状态。然而，在高
青县花沟镇贾王段村，却处处是
幸福的场面。

红砖白墙，古井老湾，处处
鸟语花香；房前屋后，三五成群，
人人笑逐颜开。6月10日下午，
贾王段村留给记者这样的第一
印象。

靠近县城的贾王段村由贾
家村、王家村、段家村3个自然村
组合而成，过去的贾、王、段三
村，到处都是村民自占的菜园子
和垃圾场，下雨天汽车都不敢
进村。

改变，始于2017年。
“那一年贾、王、段三村合并

为一个行政村后，便开始以美丽
乡村为抓手，致力于改善村容村
貌，提升村民幸福指数。”贾王段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贾东
强告诉记者，合并后的贾王段村
共337户1094口人，村里常住人
口大都为留守老人，提升他们的
幸福指数，就可以为年轻人
减负。

“起初，村集体账上没有一
分钱，我们成立了老湾人家合作
社，并通过三资清理，将包括闲
置土地在内的2700余亩土地进
行了合理规划利用，每年在保证
村民分红的同时，还为集体创收
20余万元。”

据贾东强介绍，在充分总结
了贾王段村的实际情况后，村

“两委”决定将集体收入用于提
升村民幸福指数。事实上，菜园
变花园，废弃老湾变观光荷塘，
村民幸福指数也节节高，这在69
岁的村民贾玉国身上得到了充
分的体现。

6月10日下午，在贾王段村
荷塘边小花园散步的贾玉国告
诉记者，在村里完成改造后，荷
塘成了他每天的“打卡地”。如
今的他，每天除了睡觉和一日三
餐，其余时间基本不在家里
待着。

“村里人都加入了合作社，
每年土地分红比自己种地的收

入还要高出近50%。如今闲下
来，大家都喜欢在村里散步，前
段时间算了一下，现在一年能省
下200多块钱电费呢。”

谈及现在的生活，贾玉国感
到非常满足。

种上金银花“金银”地里来

与贾玉国有着同样感受的，
还有十六户村的村民董科。

“以前帮别人干活都是免
费，现在在自己家的地里干活，
却还有人给发工资，想想就开
心。”

年过半百的董科每每提及
现在的生活，总有一种做梦的感

觉。据他介绍，如今他家里的土
地全都流转给了村里的鑫钰金
银花种植合作社，除了每年的土
地流转金外，他还会在每年的5
月至10月为合作社打工。

“这段时间是金银花的花
期，合作社会以每斤5块钱的价
格支付我们一天的工钱，平均每
天可以赚100块钱。”

如他所说，近几年，十六户
村摒弃了原有的种植模式，开始
在村党支部的领导下，立足中药
种植特色产业，大力发展金银花
种植。

作为项目的发起人，十六户
村党支部委员王立冬告诉记者，
在一次外出学习时，他了解到了

金银花市场前景好，于是开始赴
河北巨鹿、临沂平邑等地考察，
并学习金银花种植技术。

“掌握了种植技术后，我便
发动村里成立鑫钰金银花种植
合作社并开展土地流转工作，成
功流转土地100亩，村集体也通
过18.8亩‘场院地’入股，每年获
得600元/亩底金+30%纯利润分
红。”

据王立东介绍，在金银花种
植项目开展后，合作社又探索土
地适度规模化经营，通过“底金+
分红”方式，发展“金银花+白菜
籽”套种特色农业。

“现在通过金银花种植，可
以实现每亩地年收入5000元，与
传统农作物相比，亩产效益实现
了翻倍。”

金银花的种植也为村民创
造了增收路径。据王立东介绍，
由于金银花的花期较长，产量较
大，需要的采摘人员也比较多，
最高峰时每天需要170余人。

“在种植的同时，我们还将
目光望向了金银花加工领域，并
引进了金银花烘干设备，投入使
用后将大大提高其盈利水平，并
为附近村子提供70余个就业岗
位。”

如王立东所说，通过立足产
业调整成果和中药种植特色产
业、市场优势，十六户村极大带
动了周边村庄的产业融合、产村
融合，实现了花沟镇农业的“接
二连三”和增产创收。

端好主“饭碗”花沟变花园

村庄变好了，农民变富了，
生态变美了，也让花沟镇成为了
省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作为一座总面积117.29平
方公里，下辖45个行政村，坐拥
4.8万人，长期以农业为主的乡
镇，花沟镇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
突出重围，成为全市唯一的省级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花沟镇
给出的答案是：“立足主业，做出
特色。”

花沟镇深知，解决三农问题，
绝不仅限于某一个或某几个村
子。为此，近年来，花沟镇深入做

好生态文明建设，积极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突出示范引领，高标准建设美丽
宜居乡村，坚持高压态势，对环境
违法行为保持“零容忍”。

果蔬产业是花沟镇的优势
产业，其中还“走出”了高青西葫
芦、高青甜瓜等国家地理标志产
品。花沟镇充分结合产业优势，
大力发展现代农业，逐步形成了
以“四种四收”产业示范园、花东
数字农业示范园、“太公蔬院”联
合社为支撑的发展格局。

事实上，这样的政策也确实
让“生态之花”开满花沟：特色果
蔬产业优势明显，“太公蔬院”
联村党委引领区域基地抱团发
展，“花东农业”西瓜、西红柿打
出知名度，全国“一村一品”示范
村三利村创新推出“四种四收”
种植模式，“四联八岗”治理模式
成效显著……

为抵御市场风险，高青县花
沟镇还建立了“1+X+N”产业联
合体，即：建设“1”个农产品仓储
和冷链物流镇级基地，链接“X”
个乡村市场，服务“N”个生产主
体。镇基地运营商通过“冷链资
源智慧交易平台”，为合作社提
供信息发布、仓储、分拣、周转服
务，推动全镇4.6万吨果蔬从“卖
当季”延伸至“卖全年”，走出了
一条高收益的致富新路子。

俯下身子、耐住性子对农业
进行创新性探索，也让花沟镇收
获了不错的经济效益，以花东数
字农业示范园为例，通过由龙头
企业全程“托管式”规模经营，十
个被扶持村每年至少可获得5万
元集体经济收入。数据显示，
2022年，园区收入可突破3000
万元，可带动村集体增收80余
万元。

对于未来，花沟镇也做好了
准备。花沟镇党委书记蔡亮表
示，下一步，花沟镇将以发展为
要务，以果蔬产业富民，做大平
台经济，做好民生服务。同时，
以基层党建为抓手，通过打造一
支能干事的队伍，将全镇的优势
产业持续做好、做大、做强。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李振兴

地里收“金银”村庄变花园

“生态之花”开满花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