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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校对对 杜杜蕾蕾

菠菜装箱后抽检品质。 油马村屋顶上整齐排列的光伏组件。

黑里寨镇：沿黄沙土地“挖”出两个金产业
农业，是代代农人最传统的营生，是最乡

土的产业。发展农产，是从一片热土里生出
金子，于万象变化里捧出勃勃春天。

沙土质，黄河水，坐拥优质的农业资源优
势，高青县黑里寨镇把农产的提质增效作为
镇域发展的头等大事，锤炼出了自己的农业

“绝活”——— 黑牛肉走进了一线城市，瓜果蔬
菜走进了粤港澳大湾区，富硒小镇的发展如
火如荼……黑里寨镇在“五化”农业的引领
下，以小切口实现农业产业大变化，在这个

“土产业”里唱响了新农经。

小菠菜有了大天地

10月25日，在高青县昊锟蔬
菜水果合作社菠菜种植基地的冷
库内，一箱箱包装好的优质菠菜
整装待发，准备走向全国各地的
销售链。在一级菠菜的包装箱
内，“队列”整齐的菠菜们散发着
青嫩的气息，有着生命力旺盛的
绿色，长短几乎相同，没有黄叶、
烂叶，根叶上的土也被清理干净。
合作社社长伊善岭说这些菠菜用
水一冲就能入口。

伊善岭是名副其实的菠菜
“经纪人”。

何谓菠菜“经纪人”？
他们触达两端，连接着市场

和农户，就像搭建在农户和市场
之间的一座桥梁，带着小小的菠
菜“南征北战”，不断扩展菠菜外
销渠道，保障菠菜卖得出、卖得

好，农民只管种好地，其他什么都
不用管，很是省心。

果蔬为媒，开辟了黑里寨农
产品高质量发展的新天地。去年
12月，黑里寨成为淄博市首家粤
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
打通了全县乃至全市果蔬进军粤
港澳大湾区的通道，富硒菠菜进
一步成了村民们的“生金”密码。

产业化经营除了要形成规模
化的种植，更是需要稳定的市场
以形成规模化的销售。黑里寨迅
速反应，以粤港澳大湾区“菜篮
子”基地为突破口，动工建设交易
额3亿元的农产品集散中心———
双河农产品物流集散交易中心，
借以拓宽集聚销售渠道，延展蔬
菜产业链条，为“土特产”打造了
家门口的新交易阵地。

高青菠菜研究院暨双河农产
品物流集散交易中心位于济高高
速黑里寨上下路口东侧1500米
处，项目占地30亩，预计全社会
资本投资3000万，可容纳30余家
商户在此经营。

近日，交易中心已经竣工，地
磅等相应配套措施也已到位。投
入运营后，整个黑里寨镇，包括双
沟镇、青城镇等附近乡镇都可以
来这里交易，预计线上线下年交
易额保底3亿元，保底新增就业岗
位100个，将辐射带动镇域及周
边地区农产品集聚销售，为全镇
乃至全县农产品的产销提供有力
保障。

对于菜农来说，拥有了作为
直供基地的市场点，种什么、怎么
卖、找谁卖的难题迎刃而解；即将

建设的结算中心，也将让菜农们
卖菜结算省事方便。对于客商来
说，不用再开着车去地头找不同
的农户收货，市场上的集中收购，
价格公开透明，给他们提供了极
大的便利。

“要想更好地把咱高青的精
品小叶菠菜这个品牌做起来、打
出去，将优势产品推向‘高端’市
场，品种、种植规模、市场三者缺
一不可。”伊善岭说。

依托双河农产品物流集散交
易中心，黑里寨镇可以由点扩面，
不仅融入了省会城市群经济圈，
更是做到了“南可抵港、北可进
京”。通过集散中心链接“供给
端”、畅通渠道拓展“需求端”，黑
里寨建立的“农户+党支部领办
合作社+镇属平台公司”三级产

购销体系，从“单打独斗”到“组团
致富”，实实在在鼓起当地老百姓
的钱袋子。

小小的菠菜，撬动了黑里寨
镇果蔬大产业，而大产业，带来的
是更多农村劳动力的就业，以及
靠天吃饭的种植户们的一份踏实
心安。

黑里寨镇的特色在农业，现
已形成“11136”的产业结构，即1
万头黑牛、1万头奶牛、1万头黄
牛，3万亩蔬菜，6万亩粮田，产业
规模突破20亿元。从田间地头
走上了高端市场，蔬菜产业可以
说是黑里寨镇域经济发展当之无
愧的“火车头”，传统蔬菜种植的
老曲调，被黑里寨人唱出了新
味道。

小村庄跟上了大政策
油马村，是黑里寨镇典型的

“晒着太阳把钱挣了”的村庄，他
们称自己的新产业为“零碳生
金”。

走进油马村，一排排深蓝色
的光伏组件整齐排列在屋顶上，
几乎各家各户都有的光伏组件成
为村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更重
要的是为村集体的经济发展带来
了新的机会和希望。

光伏产业是黑里寨较早推行
的一个致富项目，不少村民已经
切实享受到了“因光而兴、零碳共
富”的实惠，实现了阳光资源与经
济增收的转化，光伏也成为村里
人源源不断的“阳光银行”。

故事还要从2020年的春天
说起。一次偶然的机会，油马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马长海
结识了邻村一名常年在外安装光
伏的朋友。“他给我一说，我觉得
这个项目挺好，就投资了66000
元，先在自己的屋顶上装了20千
瓦。一年以后，我发现效益还真
不错，当年就收入13000元。”

从此，马长海的思路一下子
打开了。“要是在全村的房顶都能
安上光伏，收入不就相当可观了
吗？”他立刻召集村“两委”开会，
经过反复研判、论证，开启了油马
村以光伏零碳致富的历史。

2021年，油马村以党支部领

办合作社的名义，贷款660万元，
在118户房顶安装了4000块光伏
板，总装机容量2MW的村级光
伏电站正式实施。经过一年的运
行，年发电量达到280万度，为村
子增加约110万的年收益，村民
年底户均分红1000元左右。10
年贷款期间，每户每块板子的分
红是20元/年，村集体增收10万
元左右；10年贷款还清后，村集
体收入又将翻一番，预计达到每
年50万元，每块板子的分红也将
增加至40元/年。

与以往模式不同的是，以前
是由第三方光伏公司出资承建，
固定资产和纯收益属于第三方，

百姓和村集体的年收入只有房顶
安装光伏板的租金。而油马村的
模式则是贷款660万元，把钱还
给了建设方，这样就把固定资产
和光伏发电的纯收益全部留在了
村内，村民们也就能得到更多
收益。

如今，“双碳”理念与乡村振
兴融合发展正如火如荼，谁能想
到，在高青县一个并不起眼的小
村子里，绿色低碳的步伐却走在
了前沿。一块块光伏板，既促进
了农村房屋的有效利用，同时又
发展了低碳经济。作为基层治
理的“末梢单元”，这个小村庄响
应了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的号

召，把“双碳”理念融入乡村产业
发展，走出了一条节能减排和促
农增收致富“双赢”的路子，为全
国的“双碳”事业做着自己最大
的努力。

作为黑里寨镇首个实施整建
制光伏项目的村庄，油马村集体
经济基础得以壮大，村民也得到
了分红，缓解了家庭日常开支的
压力。以“油马模式”为示范，黑
里寨镇优选了村级班子强、群众
安装热情高的15个行政村，计划
整体推广实施整村分布式光伏项
目，“阳光银行”还将继续扩容
升级。

微经济扛起大责任

“我们入户的任务可多了，农
产‘服务员’也是其中的一项。”郭
王村的网格员张峰说，“像成长时
期的小麦条锈病如何防治，富硒
农品怎么正确打富硒肥，其间需
要注意什么细节等等，我们都会
给村民解疑答惑。”

黑里寨的网格员们不但是解
决村民诉求的“桥梁中转站”，也
是服务农产发展的“关键人”。他
们通过上门入户做“协助员”“引
导员”，让村民诉求能够更直接地
到达政府层面，办事效率自然也
就更快。

今年，黑里寨镇黄河滩区搬
迁村被定为了山东省基层治理实
验点。黑里寨镇在“一核”即黄河
滩区搬迁联村党委的带领下，逐
步筑造起“一核三联三化”的基层
治理模式。“三联三化”是在“一网
三联”的基础上，通过“干部联村
组”“党员联农户”“积分联奖惩”，
实现“基层治理网格化”“办公管
理一体化”和“服务群众多元化”，
统筹推进黄河滩区搬迁村资源共

享、产业融合。
小网格让幸福“满格”，微治

理释放出了大能量，新的网络联
结再发力，服务于当地农业产业
发展。

黄河滩区周边土地种植着西
瓜、甜瓜、冰葡萄、菠菜、丝瓜等水
果蔬菜，在全镇如火如荼创建富
硒产业镇的时机下，以“党支部领
办合作社+龙头企业+农户”等方
式强化利益联结机制，推动各类
经营主体参与富硒农业。立足党
支部领办合作社、粮食果蔬种植
大户和个人合作社、家庭农场等
为实施主体，不断强化示范引领，
重点培育一批集生产、加工、销售
和三产融合于一体的富硒农业示
范龙头企业。

“咱要是只种小麦玉米的话，
一亩地一年毛收利也就3000元
左右。但要是搞大棚的话，这地
一年到头不会闲着。”黑里寨镇党
委委员、组织委员郭龙说。在支
部领办合作社的引领下，黑里寨
镇赵济明党建融合发展区已建有

大棚429个，占地达1007亩，发展
起了“大棚经济”。

除了瓜果蔬菜，黑里寨镇的
“土产业”——— 手工业也在基层治
理中发挥着作用，这里的“庭院经
济”正激活着乡村振兴的一池春
水。黑里寨镇素来有着“中国拖
把之乡”的称号，近年来，镇上以

“小拖把”撬动“大经济”，积极引
导村民利用空闲院落和个人资
源，把一个个“农家院子”变成了

“致富铺子”，各类经营主体达到
45户。

就像赵洪村的赵振良，平时
负责在家门口铰布条、扎捆，妻子
则进行着木杆的固定以及组接，
一个个拖把就在夫妻俩的默契配
合下加工而成。对于年龄较大、
离不开家，但有劳动能力的农村
中老年人来说，制作拖把的门槛
低、工序简单、易上手，当地木材
资源丰富，木杆来源多，拖头的布
条可以通过回收旧衣服等获取，
成本都很低。

除了拖把产业规模的扩大，

业态繁多的庭院经济在黑里寨可
谓是遍地开花。

淄博老兵工贸有限公司，是
本地规模较大的村企业。一天下
来，20多个女工在整条流水线上
能生产300多件洗车拖把、汽车
雪挡。据负责人介绍，来这里打
工的，大多是本村或邻村的中年
妇女。“在这里打工，不耽误接送
孩子上下学，照顾家很方便。有
了这点活计，每天能有个百十元
的收入，农忙时还给我们放假！”
说着话，村民王翠芳手里的缝纫
机也没停下。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保证。
小产业，亦有大未来。自家院子
里搞的小小拖把、车刷、马扎……
村里这一个个家门口就业机会，
虽然体量不大，但是补贴了本地
村民的收入，吸纳了周边村镇的
就业人口，解决了闲散人员的安
置问题，增加了社会的稳定性，带
动了黑里寨的镇域经济欣欣
向荣。

在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进程

中，黑里寨镇明显有着更大的“野
心”。“我们要以更大力度对接省
城及粤港澳大湾区优势资源，以
济淄同城化‘北部大通道’桥头堡
的优势区位抢占省城农产品市
场，持续用好粤港澳大湾区优势
资源，弥补农业全产业链短板弱
项，畅通销售渠道。”黑里寨镇党
委书记周萌说。

黑里寨镇用实打实的“产业
经”，打造乡村振兴发展“新引
擎”，加速开启农村共同富裕新链
条。当农产项目的每一个末梢都
焕发新的精彩，那么乡村振兴的

“富民图”必将有浓墨重彩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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