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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层

■济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鲍童
通讯员 顾伟 张京政 张鲁 张梦瑶

每年3月底至4月初，鱼台县鱼城镇
惠河畔，绵延17公里的2000多亩桃花竞
相绽放。位于鱼城镇杨邵村南的桃花源
里，“鱼城桃花旅游季”也如约而至。

“早就听别人说这里的花挺好看，我
就和朋友一起过来了，打算多拍拍照，在
朋友圈里发一发，让更多朋友也来玩。”游
客郝先生告诉记者。

惠河是南四湖支流，从鱼台县鱼城镇
穿境而过。近年来，鱼城镇通过党建引领
产业融合，将“赏花经济”转化为乡村振兴

“美丽引擎”。同时，依托鱼台县水系生态
综合治理工程，当地对惠河实施清淤疏
浚、堤岸加固，原本的“鱼米之乡”，以花为
媒释放出文旅消费潜能，解锁富民强村的

“共富密码”。
“原来堤顶上是没有路的，为了方便

游客前往，我们在惠河堤顶铺设了16公
里的道路。”据鱼台县鱼城镇党委副书记、
镇长齐允允介绍，以道路基础设施为支
撑，鱼城镇党委通过跨村联建，整合沿惠
河两岸的湾里、蒋庄、中东南等5个村，成
立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将闲置的1700余
亩堤岸荒地打造为连片桃林，每逢桃花盛
开，吸引大量游客赏花踏春。

“最初，桃花只有杨邵村种植，自从成
立了示范片区，我们这五个村都种植了桃
花，光我们东南村就有100多亩。”鱼城镇
中东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海秀
说。当地顺势打造“赏花经济”，并联合两
家文旅公司对桃花源片区统筹规划，一体
打造，成功举办多届桃花节。

“对桃花源片区进行有效联通，把这
些景点都联系在一起，通过文旅公司更
加专业、优质的服务，让我们桃花节举办
得更好。”鱼城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统
战委员乔莹说，白天游客在赏花的同时

可观看演出、非遗展示，夜晚还能观赏汉
服游园、灯光秀，点亮了“白+黑”文旅消
费新场景。

让好风景换来好“钱景”，让“美丽颜
值”转化为“经济价值”。借助不断升温
的乡村游，当地延伸产业链，持续释放

“鲜花效应”。统筹各村资金、土地入
股，规划构建起集农业种植、生产加工、
观光采摘为一体的现代农业产业园。现
代农业产业园建设高标准蔬菜大棚48
座，引入蓝莓、西红柿等高效作物，发展
采摘经济。

“既要种出来高品质的果蔬产品，还
要让游客能够直接参与种、收全过程。例
如我们的蓝莓大棚，从这一季的销售情况
来看可以说是供不应求，估计今年的产值
大概能达到2000万元。”齐允允说。

“党建红”引领“生态绿”，“赏花经济”
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打造出一场集旅
游、文化、娱乐于一体的春日盛宴。

桃花盛开 致富花香

■济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梁琨
通讯员 李超 王友芹 许明旭

春日里，嘉祥县金屯镇的大棚内瓜
果飘香，头茬甜瓜陆续进入采收期，一
幅生机勃勃的春日丰收图在乡间徐徐
展开。

走进嘉祥县乐乐家庭农场，大棚内
绿意盎然，藤蔓间点缀着圆润饱满的甜
瓜。农场主张冬科和妻子许盼盼提着
塑料桶穿梭其中，剪刀“咔嚓”“咔嚓”的
声响与他们的欢笑声交织在一起，一个
个带着香甜气息的甜瓜被采摘入桶。

“甜瓜陆续成熟，采摘也要赶时间，才能
卖个好价钱。”张冬科一边忙一边说，他
俩每天早上五点多就进棚劳作，直至夜
幕降临才收工。

张冬科2016年返乡，投身甜瓜种
植，看中家乡肥沃土地与适宜气候，认
定这里是特色农业的天然沃土。2024
年，张冬科在杨河村流转13亩地，投资
30余万元建了6个甜瓜大棚，经过精心
筹备，采购多种瓜苗，完成定植、浇水、
施肥等工作，迎来丰收季，早甜脆售价
高达12元。他的创业不仅让自己增收，
还带动周边村民就业，为乡村发展注入
活力。

在梅庄村东侧的嘉祥县金禾谷家
庭农场，同样是一派繁忙的景象。农场
主陈忠军和哥哥陈小峰正在大棚里采
摘成熟的甜瓜。“今年甜瓜长势好，个个
匀称、香甜着呐。”陈忠军开心地说。采
摘完甜瓜，兄弟俩又马不停蹄地开始挑
选、装箱、称重、封口、送货。陈小峰介
绍，农场种植了早甜脆、花美人、绿宝
石、天美等多个品种，从种植到采收，几
乎每天都在棚里忙碌。

陈忠军也是返乡创业大军中的一
员。去年9月，他投资40余万元建设了
2个温室大棚、3个冷棚，温室大棚种植
西红柿，冷棚种植甜瓜。“今年试种了6
亩多地的甜瓜，根据现在的行情，刨去
生产成本，每亩地能收入1万多元钱。”
陈忠军对未来充满信心。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支撑，产业要
兴旺，特色是关键。近年来，金屯镇积
极响应乡村振兴战略号召，鼓励外出务
工人员回乡创业，围绕“土特产”做文
章，大力发展“甜蜜”产业。像张冬科、
陈忠军这样的回乡创业者，充分发挥自
身优势，引进先进技术和优质品种，带
动全镇甜瓜产业的发展。如今，小甜瓜
不仅种出好“钱景”，更富了产业、甜了
乡亲们的日子。

小甜瓜种出

甜日子

近日，市民杜女士拨通本报党报热线2349995，希望通过
本报向牌号为鲁HA85082的顺风车驾驶员表达诚挚谢意，同
时将这份乐于助人的正能量传递给更多人。

事情还要从杜女士结束休假返程说起。当时，她搭乘了
该顺风车回家，直到第二天投入工作，都没察觉身份证遗落。
一通陌生来电打破平静，起初杜女士还以为是诈骗电话，犹豫
再三才接听。电话那头正是顺风车驾驶员，他发现遗落的身
份证后立即通过平台联系到杜女士，表示要亲自将证件送
还。杜女士又惊又喜，既为自己的粗心懊恼，又对驾驶员的细
心和负责深感敬佩。

“身份证丢了很麻烦，会耽误不少事儿。”杜女士心有余
悸地说。约定好时间地点后，驾驶员很快驱车来到杜女士工
作单位楼下，用密封袋细心封装的身份证完好无损地交到她
手中。当杜女士提出支付路费以表感谢时，驾驶员却婉言拒
绝：“这是应该做的，不需要付钱。”

在车水马龙的都市里，人们行色匆匆，为生活奔波忙碌，时间
格外珍贵。这位顺风车驾驶员牺牲个人时间，主动送还证件，这
份善举温暖着杜女士。

城市的温度，往往藏在这些看似微小的善举里。一次拾
金不昧，一句暖心话语，都能成为传递正能量的火种。希望
更多的人能在日常点滴中践行乐于助人的精神，用善意点亮
城市的每个角落，共同营造温暖和谐的社会风气，让这座城
市的人情味愈发浓郁。

证件遗落 司机暖心相送

■济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梁琨 通讯员 谢洋

周末清晨，任城区观音阁街道乐鑫社区的广场上熙熙攘
攘，一场热闹非凡的“暖心市集”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超市
的摊位前，居民们精心挑选着物美价廉的日用品；慈善义工
组织的志愿者们则忙着为老人义诊，耐心解答健康疑问……
居民张凤玲满脸笑意地说：“这集市一个月能办两次，东西实
惠，服务还贴心，可太方便啦！”

这热闹场景，正是观音阁街道“睦邻共治”基层治理模式
的生动注脚。

为推动社区治理服务再上新台阶，观音阁街道积极推进
“睦邻共治”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体系建设，以党建为纽带，凝
聚各方资源，创新“红色合伙人”治理机制，搭建协同平台，在
共商、共建、共享中形成治理共同体，让社区治理从“独唱”变
为“大合唱”。

街道以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和食堂为依托，打造“乐龄家
园”。联合多家医疗康养“红色合伙人”，为老人开展免费体
检、健康讲座。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爱心帮扶”小组还提
供上门服务，让老人们实现从“养老”到“享老”的转变。

“薪火相传”社区治理品牌也为居民生活带来诸多便
利。“生活帮”“微心愿”等服务项目，吸引了众多小区能人加
入民生服务“红色合伙人”队伍。他们通过“公益+低偿+市
场”的模式，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开展“公益集市”活动，提供
理发、缝纫等服务。截至目前，已开展便民服务80余场次，服
务居民600余次。

社区大学的建设更是丰富了居民精神生活。从书法绘
画到非遗教学，从瑜伽太极到心理咨询，各类精品课程由文
化共创“红色合伙人”打造，以“公益载体+低偿供给”模式，把

“家门口的课堂”送到居民身边。通过这些举措，观音阁街道
成功整合各方力量，让社区治理更有温度、更具成效。

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百米”，也是幸福生活的“最
初一公里”。观音阁街道精准聚焦居民需求，积极吸纳更多

“红色合伙人”加入，激活社区“邻聚力”，让居民不出社区就
能畅享优质、多元的服务，更有幸福感、获得感。

睦邻共治
激活社区“邻聚力”

■济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鲍童 通讯员 宋琳琳

劳动力调查是重要的民生统计调查，为政府制定就业政
策、完善就业服务提供关键数据支撑。4月12日，国家统计
局曲阜调查队联合多方，在曲阜师范大学曲阜校区开展劳动
力调查进高校宣传服务暨就业指导专项活动。

活动当日，曲阜师范大学内，以“参与劳动力调查小问
卷，开启职场就业大未来”为主题的宣传活动热烈开展。互
动展示区，色彩鲜艳的海报、图文并茂的展板吸引众多学生
驻足。工作人员邀请学生参与“小问卷答题赢纪念品”活动，
学生们通过阅读《劳动力调查宣传折页》和《统计法宣传手
册》积极答题。

政策咨询区，“直播带岗”实时展示岗位信息，业务人员
与就业服务科工作人员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既详细介绍优质
岗位，又为学生“一对一”解读劳动力调查制度与就业政策，
分析就业形势，指导职业规划。

此次活动成效显著，现场发放200余份宣传资料，90余
人次参与答题，线上线下共发布3500余个就业岗位信息。
后续，曲阜调查队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深化协作，创新宣
传，为就业政策制定筑牢统计监测服务根基。

劳动力调查燃动高校

春季万物复苏，正是锻炼身体、增强体质的黄金时期。各
中小学、幼儿园，纷纷组织丰富多彩的运动项目，让孩子们在
运动中舒展身心，拥抱明媚春光，成为增进亲子感情、深化家
园共育的重要契机，尽显春日运动的独特魅力与教育价值。
图为济宁市红星幼儿园亲子运动会现场，家长与孩子默契配
合，加油声、欢笑声回荡在操场。 ■通讯员 马晓彤 摄

■济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梁琨
通讯员 殷浩然

在微山县昭阳街道的菌田中，羊肚
菌的丰收景象成为当地农户增收致富
的生动写照。

近年来，昭阳街道依托县农业农村
局实施的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通过系
统化技术培训和全周期产业帮扶，推动
羊肚菌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实现跨越式
发展。

通过参与县农业农村局组织的高
素质农民培育项目，当地农户系统掌握
了羊肚菌科学种植、菌种配比优化及大
棚标准化管理等先进技术，逐步从“靠
天吃饭”转向“靠技增收”。借助技术
赋能，当地羊肚菌品质和产量显著提
升，产品远销省内外市场。此外，羊肚
菌种植周期与粮食作物形成“时间
差”——11月至次年4月的菌类生产
期结束后，可利用夏季空闲地轮作蔬
菜、粮食作物，实现“一田多用、四季增
收”的高效农业模式，土地综合收益大
幅提高。

目前，辖区内羊肚菌标准化种植基
地面积已扩展至20余亩，亩产稳定在
1000斤左右。按当前市场行情测算，相
较传统种植，每亩收益可增加约2万元，
这一转变不仅大幅提升了农业产值，更
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

“以前种小麦一年忙到头，收益却
有限。现在学了菌种培育、温湿度调控
这些技术，效益翻了几番！”西万三村羊
肚菌种植大户张明明感慨道。

为巩固羊肚菌产业发展成果，昭
阳街道积极对接政策资源，完善产业
配套设施，拓展多元市场渠道，并组织
更多农户参与高素质农民培育，推动
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同时，县农
业农村局进一步深化技术帮扶机制，
邀请省市级菌业专家团队深入基地开
展精细化指导，破解连作障碍、菌种退
化等难题。

如今，一批掌握科学种植、精通管
理的“新农人”迅速成长，通过科学种植
和精细化管理，将羊肚菌的“小产业”做
成了乡村振兴的“大文章”。

人才赋能
菌飘香

党报热线 值班记者 梁琨 实习生王雅琪

民生速递

记者跑现场

““美美丽颜丽颜值值””

澎湃澎湃花花样样动能动能

■济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梁琨 鲍童
实习生 王雅琪 摄影报道

杏花吐蕊、桃花如云、牡丹争艳、流
苏飞“雪”……烂漫春光中，正是踏青赏
花的好时节。近来，我市赏花热度持续
攀升，人们纷纷走出家门，奔赴这场与春
天的约会，在花海中观赏美丽风景，沐浴
春日芬芳。

傍晚，漫步高新区洸府河边，盛开的
桃花沿河岸绵延舒展。粉嫩的花瓣层层
叠叠，花瓣纷纷扬扬坠入河中，随波流
转。河岸边游人如织，不少汉服爱好者穿
梭其中，为这春日美景增添了几分古韵。

前些日，嘉祥纸坊镇漫山遍野的油菜
花海备受瞩目。微风吹过，花浪翻涌，在
阳光下折射出细碎的光芒。置身其中，蜜
蜂在花丛中忙碌穿梭，空气中浮动着清甜
的蜜香，令人心旷神怡。

任城区安居街道的四季牡丹园同样
热闹非凡。园中牡丹、芍药迎来盛花期，
红的似火、粉的如云、白的胜雪，五彩斑
斓。园中小径蜿蜒，如同金丝般将各色牡
丹串联起来。攒动的人群化作点点彩墨，
点缀在这绚丽的画卷之上。

“天气晴好，我们三五好友便相约到

此踏青、赏花，细嗅这春日芬芳。”市民
王女士告诉记者，她每年春天都会带上

家人朋友到近郊游玩。大家在亲近大自
然的同时，还会到周边品尝乡村美味，体
验不一样的生活氛围。

春日美景不仅愉悦了人们的身心，还
推动着当地文旅市场释放消费潜力。全
市各区县抓住“赏花”机遇，纷纷开展“花”
式营销，积极构建“赏花+”的多元消费场
景，为“赏花经济”持续注入活力，也为激
活乡村文旅产业澎湃“花样动能”。

“游客多了，消费活了，营收多了！”曲
阜市石门山风景区脚下的国庆笨鸡店经
营者李国庆感慨道。在“山花节”期间，他
的餐馆日均营业额达到平常的2倍以上。

4月15日，曲阜石门山蜗牛谷景区迎
来了第九届“山花节”。此时的石门山景
区，漫山紫藤、槐花、牡丹、芍药、山楂花竞
相开放，美不胜收。曲阜市为放大“赏花
经济”效应，深入挖掘文化促消费潜能，积
极探索“运河大集+”品牌活动模式。吴村
镇三月三庙会、防山镇“首届乡村梨花节”
等活动相继成功举办，推动乡村手造、农
耕体验、田园踏青、生态旅游、民俗体验、
生态休闲等活动融合发展，为曲阜文旅市
场的繁荣注入了新活力。

嘉祥县也在“花经济”上持续发力，
将其增点延线，打造了紫云山、原乡左
岸、九顶山、隋庄等13个赏花点位，并推
出6条赏花踏青主题精品游线路。同时，
精心策划了“赏花+美食”“赏花+研学”

“赏花+文创”等活动，实施融合发展战
略，把单一的赏花活动与相关产业有机
结合，最大限度地拓展“花经济”的覆盖

面，激发乡村旅游消费活力，推动农文旅
融合高质量发展。

邹城市则巧妙整合桃园周边村庄闲
置农房，打造精品民宿，开发乡村旅游项
目，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赏美景、品美食，感
受乡间野趣。摄影打卡、非遗体验、桃木
加工等多种旅游业态蓬勃兴起，带动了周
边餐饮、土特产销售，有力地推动了“农文
旅”协同发展。

“赏花经济”远不止于单纯的赏花。
以牡丹为例，牡丹根可入药、籽能榨油、蕊
可制茶、瓣能提露……任城区安居街道看
准这一商机，精心打造牡丹深加工产业，
成功将鲜花的“颜值”转化为实实在在的
经济价值。目前，安居四季牡丹园种植规
模已达200多万株，通过“公司+专业合作
社+产业基地+农户”的模式，吸纳400余
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实现增收致富。

一束花，照见了经济活力，也见证了
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鲜花里，藏着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承载着浪漫的生活情
怀；鲜花背后，是蓬勃发展的产业，是百姓
增收的致富路；围绕着鲜花，形成了消费
热潮，带动了市场的繁荣。“赏花经济”正
以其独特的魅力，为乡村文旅产业注入源
源不断的动力，描绘出一幅产业兴旺、生
活美好的新画卷。

记者跑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