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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沾化讯（通
讯员 张再胜 蒲怡瑄 报道）近日，
山东省科技厅在沾化区主持召开
项目验收会，对下洼镇沾化冬枣研
究所承担的2014年省农业良种工
程泰山学者种业人才团队支撑计
划培养对象“新一代冬枣优良品种
选育”项目进行验收。

此次验收专家组由山东农业
大学陈学森教授、山东省果茶技术
推广站王志刚研究员、山东省林业
科学研究院侯立群研究员、山东省
果树研究所周广芳研究员、山东省
林业厅财务处郭丽华高级会计师
组成，验收时对该项目进行了现场
检测，听取了项目组的工作报告和
技术研究报告，并进行现场提问、
答辩。专家组通过讨论、评议，最

后一致同意该项目通过验收，并对
项目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

据悉，2014 年山东省农业良
种产业化开发项目管理办公室立
项进行“新一代冬枣优良品种选育
（起止年限2014年至2017年）”，下
洼镇沾化冬枣研究所承担了该项
目。4年来，研究所项目组取得了
突破性研究成果，建立免去雄有性
杂交和有性多倍化高效育种技术
体系；建立良种苗木繁育基地310
亩，建立良种示范推广基地1万亩；
获得多倍体和杂交后代1027个，育
成新品系 2 个，选出优异种质 10
个；培养研究生2名。这为拓展“沾
化冬枣”品牌知名度、提高沾化冬
枣的市场参与竞争实力，为沾化冬
枣产的蓬勃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沾化冬枣要有
新一代新品种了

下洼镇沾化冬枣研究所承担“新一代冬枣
优良品种选育”项目通过验收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郭向
春 通讯员 王金凯 报道）近年来，
北海经济开发区针对土壤盐碱化
程度高的实际，突破绿色“禁区”，
打破淡水“盲区”，打造农业“特
区”，狠抓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招引
农业企业入驻北海，使盐碱地变身
农业企业双创宝地。

结合地方人稀、土地平坦、日
照充裕的自然条件，该区积极引进
光伏农业基地项目，目前项目已完
成投资1.9亿元，6月底光伏部分已
完成并网发电。棚下蔬菜、花卉、
茶树、有机菌菇、苗木等作物种植
实验和棚下药用蚯蚓养殖实验已
经完成，实现“棚顶发电、棚下种
植”双重收益。

由于近年来苗木价格走低，北
海造型树基地农业园区投资1.5亿
元对区内苗木进行统一收储，收购
了圣东种植专业合作社林场2000

亩、万亩林场 10400 亩，苗木总量
约800万株。运用造型树修剪、容
器苗、微滴灌、水肥一体化等专业
技术，建设移动造型树基地，提高
苗木的成活率，提升苗木的观赏价
值和市场价格。

自 2013 年以来，该区积极推
广盐碱地水稻种植，将盐碱地改良
作为农业转方式调结构的重头戏
来抓，将盐碱地农业打造成独具特
色的亮点农业。红海农场当年水
稻经测产，亩产稻谷达 463 公斤，
荒碱地试种水稻初步成功。2014
年以来全区水稻种植面积 5600
亩，同时与国际稻都研究院合作，
在红海农场建立 200 亩海水稻种
植实验基地。目前，大面积杂交水
稻实验取得初步成果，亩产达到
400斤以上，为下一步盐碱地改良
和培育适合北海种植的水稻新品
种提供了经验。

北海经济开发区
盐碱地变身农业双创宝地

滨州日报/滨州网博兴讯（通
讯员 范维先 张雁飞 报道）今年以
来，为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增强
农村发展后劲，博兴县曹王镇充分
发挥农村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不
断拓宽增收渠道，引领闫厨村积极
探索发展新模式，发展养生人参产
业，打造绿色合作社，实现基层党
建、村集体增收和合作社发展三赢。

引好路子，人参项目落地。为
提升村民收入，改善村民生活，闫
厨村党支部成员多次外出考察项
目，最终确定了河北大学研发的人
参项目。随后多次与河北大学教授
沟通交流，决定引进富养人参并且
试种，走出一条“党支部+合作社+大
学”发展新路子。2012年7月，经过
专家鉴定，闫厨村富养人参种植成
功。截至目前，种植基地占地20多
亩，种植人参苗200多万棵，成为全
市首个富养人参种植基地。

选好方法，支部百姓“有福同
享”。闫厨村党支部带领多名党员

和部分群众开展人参种植，构建
“党支部+合作社+农户”发展模
式，组成以党支部成员为带头人的
13人人参种植团队，全村共13户村
民加入富养人参种植，并辐射带动
全镇70多亩富养人参种植。合作社
吸引了青岛、济南等地的旅游团队
到基地游玩、考察，带动第三产业迅
速发展，社员每亩效益达到5万元以
上，村集体经济收入也从原来的不
足3万元达到了5万元以上。

做好保障，联动企业双赢互
利。村党支部抓住企业帮扶机遇，
同时又为企业带去利润。企业为合
作社提供经济保障，合作社为企业
提供生产保障，破解了发展产业单
打独斗、挡不住风险等难题。合作
伙伴博兴县千乘酒业就近收购合作
社种植的人参生产参鲜酒，其余部
分用作产品开发和出售种苗，合作
社还与公司共同开发出系列人参石
磨面粉、鲜活人参豆乳、童子参等产
品。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张猛猛
通讯员 高雷 报道）昔日废旧池塘，如
今化身高标准垂钓基地，引来省内各
地市以及河北、天津等地垂钓客。邹
平县九户镇爱西村将美丽乡村建设与
发展农村特色产业挂钩，壮大村集体
经济。

“过去爱西村村头的这个塘湾，水
的味道没法闻，村民都往这里倒垃圾。”
九户镇责任区党总支书记马茂勇回忆
此前塘湾情况时说。

今年以来，九户镇以美丽乡村建设
为契机，以建设生态九户为目标，大力
推动乡村旅游发展。恰好马茂勇是垂
钓爱好者，与垂钓协会有联系，“灵光一
现”之下，马茂勇提出自己的想法，把难
以清理根治的废旧湾塘打造成高标准
竞技垂钓基地，获得村“两委”、党员大
会、村民代表大会的一致支持。

经过聘请专家论证后，村“两委”公
开招标吸纳社会闲散资金 70 余万元，
最终投资80万元建起标准化的垂钓基
地。

该垂钓基地是滨州市惟一一家能
够承办全国性赛事的竞技垂钓基地，占
地16亩，可以容纳200余人同时参赛。
基地作为高标准经济池，拥有对象鱼池
和混养鱼池，投放比赛用鱼 2 万斤，能
够满足不同赛事项目需求。同时，在基
地内，还配套建设能够容纳200余人同
时用餐的农家饭店、超市、文化服务中
心等设施，满足来自各地钓鱼爱好者的

需求。
“今年6月25日，我们举办了第一

场竞技垂钓比赛，为村集体带来收入2
万余元。”马茂勇说。此后爱西村垂钓
基地每月至少安排2场钓鱼赛事，共计

举办各类竞技赛事 20 场，参赛选手达
4000余人次，仅赛事一项累计收入9万
余元。

围绕垂钓基地，爱西村推出产业融
合发展规划，比如发展民宿，推介本村

手工艺产品，建设特色农产品采摘园，
在满足各地钓友技术交流需求的同
时，促进该村垂钓、民宿、采摘等美丽
乡村游各类项目共同发展，提高村民收
入。

昔日旧塘湾 引来全国垂钓客

曹王闫厨村建成
全市首个富养人参种植基地

今年以来，无棣县车王镇紧紧围绕
“确保稳定、创新发展、绿色崛起”主题，
强化“党建强基、改革攻坚、依法治理”
三个保障，突出文化旅游、畜牧加工、特
色养殖、渔网加工、精品农业、商贸物流
六大特色产业，擦亮“古桑小镇、健康车
王”品牌，加快建设经济繁荣、民族团
结、美丽幸福新车王，全镇经济社会持
续健康发展。

创造美丽生活，稳步推
进连片治理

车王镇“乡村连片治理”项目涉及
东邓、西邓等 7 个行政村，受益人口达
5009 人，项目总投资约 1000 万元。今
年6月正式启动以来，车王镇从根本上
改变了农民出行难、村内脏乱差等问
题,提升了农村环境,让广大群众过上了

“美丽生活”。
车王镇为保障“乡村连片治理”顺

利开展，成立了由镇长任组长的“乡村
连片治理”工作领导小组，下设指挥部，
明确各项工作任务分工，部门之间、镇
村之间各负其责，共同推进。项目建设
中，及时召开村“两委”班子会议和村民
代表大会，制订实施方案，分组包干、责

任到人。
“乡村连片治理”所有项目都要经

过民主议事讨论，所议之事必须符合村
民的意愿；同时抓好项目的监督检查，
监理人员每天现场巡查；镇负责领导对
项目进展情况每周进行调度并现场督
导；定期召集项目工程例会，查找不
足。同时，项目村分别成立了村民质量
监督小组，对工程质量进行全程监督。

项目开展以来，车王镇着眼于村庄
环境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长效化，建
立起“村干部＋保洁员＋农户”三位一
体村庄环境长效管护机制，把村庄环境
长效管护与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等有机
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群众逐步形成维护
环境卫生的良好习惯。

发挥特色优势，打造“古
桑小镇”品牌

近年来，车王镇围绕打造“古桑小
镇、健康车王”目标，擦亮古桑、渤海黑
牛、民俗三张名片，全镇文化产业持续
健康发展。

桑文化产业：以千年古桑园为龙
头，规划建设了百果园、古桑园、葡萄长
廊、经济桑林四大片区。千年古桑园已

实现春赏花、夏采桑、秋品果、冬养生四
个目标。古桑园开发延伸拓展，建设了
桑园人家农家乐、国医堂、养生理疗馆
等，开发了桑叶茶、桑葚酒等产品，打造
了桑药宴品牌。百果园核心区及桃园、
中草药基地初具雏形。葡萄长廊实现
初步对外开放，大河畔葡萄已具有一定
知名度。经济桑林成为山东蚕研所培
育试验基地，培育适合耐盐碱桑树新品
种。

渤海黑牛文化产业：提升渤海黑牛
产业发展的广度、深度和水平，建设了
两处渤海黑牛体验馆。今年，与省体育
训练中心再次续签了供货合同，并顺利
通过了国家级肉牛核心育种场现场评
审。

民俗文化产业：深入挖掘和传承民
俗文化，欢喜团、五营清真九大碗获评
滨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年来，建成
华北地区最大的清真寺，并建设了五营
牌坊、民族团结文化长廊等设施，目前
正在规划重建无棣第一个党支部革命
业绩陈列馆。

强农惠农，大力发展生
态循环农业

壮大绿色种植，重点促进西屯辣
椒、东李御谷、贾李段大葱和芝麻等特
色作物规模化、产业化发展，打造“一村
一品”的产业风貌，基本形成连片规模
开发、集约高效发展的产业格局。

围绕省级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
地建设，加快发展蛇床子、枸杞等中草
药种植，至 2017 年中草药规模种植面
积达到 400 亩，新增东屯药菊花 20 余
亩。加大对五营6000余亩洼地的改造
力度，2017 年底前全部完成。全面推
进农作物机械化，重点推进粮食作物全
程机械化和经济作物关键生产环节机
械化。培育各种农业专业合作社，走

“合作社+专业大户+农户”发展路子，
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着力培育壮
大永辉、大禹农业等高效农业示范园
区，开发开心农场、休闲农场，打造生态
旅游样板，创成现代农业旅游基地。加
强土地流转（承包）管理力度，发挥小农
水、千亿斤粮食等水利工程的支撑作
用，积极推动特色农业和设施农业发
展。至 2017 年，车王镇已建成市级高
效生态农业示范园区2家、县级高效生
态农业示范园区5家。

车王擦亮叫响“古桑小镇”品牌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徐靖 刘连坤 邓静静

2008年5月，皮胜春当选为沾化区
黄升镇蔺皮村党支部书记后，在冬枣生
产方面，靠着超前的思维方式与不断求
知的精神，开展了农超对接、绿色认证、
出口基地建设等一系列工作，为群众趟
出了一条致富路，2016年全村人均纯收
入达15000元。

成立合作社推行“五统
一、四转变”管理，提升冬枣
品质

2008年以前，蔺皮村冬枣管理很粗
放，大多采青卖青，农民增收困难。种
枣能手皮胜春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在当
年村“两委”选举中，他承诺要在冬枣生
产方面带领群众致富，获得了广大党员
群众认可，当选为村支部书记和村委会
主任。

当选后，皮胜春感到，光靠群众自
我摸索自我管理很难提高冬枣品质，也
很难卖出好价格，于是在2009年3月1
日牵头成立了鑫春冬枣专业合作社。
合作社推行“五统一、四转变”管理模
式，即统一技术、浇水、施肥、药物、防治
病虫害，个体管理向群体管理转变、经
验管理向科学管理转变、治疗管理向预
防管理转变、片面管理向系统管理转
变；加大技术培训力度，聘请专家举办
技术管理培训班，组织枣农外出参观交
流，提高枣农技术管理水平；积极推广
新技术新成果，引入杀虫灯、粘虫板、粘
虫胶、地膜覆盖等新技术，推动冬枣的

提纯和升级。
由于合作社运行良好，操作规范，

效益突出，农户纷纷要求加入。当年冬
枣质量就有了大的提升，平均亩收入增
加了三分之一以上。

与麦德龙等大型超市对
接，打开了国际销路

皮胜春认为质量是基础，销售是关
键。合作社注册了“迎雪红”商标，不断

转变营销观念，着力破解销售难题，积
极探索订单销售路子。

2010年，在发展有机冬枣基地的同
时，合作社在青岛沃林有限公司的积极
推动下，与德国麦德龙超市合作，建立
了 2900 亩“农超对接”直接采购基地，

“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的现代农
业产业化模式由此形成，基地又顺利通
过麦咨达(上海)农业信息咨询有限公
司使用GLOBAL GAP标准对冬枣基地
进行的审核认证，认证其冬枣达到了出
口欧盟标准。同年，合作社又与泰国易

初莲花上海总部签署了国内供货协议。
与大超市大公司直接对接，减少中

间环节，使枣农获得更大收益的同时，
大超市大公司也获得了最优质的沾化
冬枣。

前网后棚式销售，当年网
上总销售量超过200万斤

通过学习外地经验，皮胜春依托
“迎雪红”电子商务品牌，开始摸索对合
作社大棚冬枣进行前网后棚式销售，并
带动全镇 200 余户电商与淘宝网、“好
品山东”、京东商城等电商平台合作，创
新发展B2B、O2O电商模式，同时加大
与顺丰、韵达等快递物流公司合作。当
年冬枣网上总销售量超过200万斤，鑫
春冬枣专业合作社网上销量超过全镇
20%。

当看到沾化冬枣不但在国内市场
受到青睐，也受到国外市场关注时，皮
胜春第一时间投入8万元购置了ODC
羟基氧化无害处理机。该设备所制取
的高效氧化液是常用氧化剂中氧化能
力非常强的一种，被世界卫生组织鉴定
为高效、无二次污染的洁净消毒杀菌
剂，这对出口基地建设提供了保障。此
外，投资百余万元建成一处出境水果包
装厂，内有总储存量达到300吨的5个
冷库，在国家海关、商务部门的协助下，
皮胜春成功地将沾化冬枣投向国际市
场。

沾化区下河乡现有大棚冬枣
6000亩。入冬以来，下河乡枣农利
用农闲时节，抓紧时间给冬枣树剪
枝、施肥，维修大棚，为来年冬枣生

产做准备。图为青城村枣农在剪
枝。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王新刚
林源 摄影）

皮胜春：

玩转线上线下，为村里冬枣打开国际销路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孟令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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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胜春(左）在 查看网上冬枣销售订单情况。（资料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