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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报记者 王兆锋
   本报通讯员 赵考壮 张天峰 刘永霞

  “三夏”大忙，菏泽处处麦香四溢。
  菏泽是农业大市、粮食生产大市。今年麦
收，记者采撷了几个故事，或可破译菏泽处处
好“丰”景的密码。

“运动员粮仓”

绘就增值曲线
  在郓城县随官屯镇文昌苑社区的田野里，
社区党委书记赵玉站在田埂上高兴地说：“我
们要让黄河水浇灌出的每粒小麦，走向国家运
动员的餐桌。”这片土地正在成为运动员粮食
的“专属产地”。
  好麦子离不开好种子。在赵河村6000 吨
粮库前，化验员正仔细检测新收的小麦样本。
这些麦子可不普通，它们是华熙农业和山东农
业大学联手培育的“冠军口粮”——— 蛋白质含
量超过13%，面筋指数高达90%以上。
  “普通面粉的蛋白质含量在9%— 11% 之
间，我们的麦子筋道十足、耐嚼，特别适合体
育运动员的需要。”赵玉介绍道。这种专供粮的
价格是普通面粉的2-3 倍，市场很稀缺。这个项
目计划投资 1 . 2 亿元，将打造“种、养、研、产、
销”一条龙产业链。该项目于去年在省派第一书
记牵线下落实。田间地头随处可见山东农大的
实验基地牌子，科技种田让大家底气十足。

 好项目要让农民尝到甜头。 2023 年，文
昌苑社区拿出150 亩地做试验。华熙农业承诺

保底亩产1200 斤，每斤再加价0 . 1 元收购。结
果一算账，每亩收入达到1584 元，比种普通
麦子多赚三成以上。

 社区居民马宪友捧起金灿灿的麦粒，笑得
合不拢嘴：“去年我试种了260 亩，光这一季
小麦就多挣4万多块！今年我还要接着扩种，
跟着合作社干，心里踏实！”真金白银的收入
让乡亲们吃下定心丸。 2024 年，订单种植面
积猛增到3000亩。
  七村合盛谷物种植合作社与农户签订的一
份合作意向书写得很明白：农户卖粮价比市场
高0 . 15 元/斤，村集体每亩收50元管理费。光
这一项，赵河村集体一年就增收 15 万元。
“合作社管种，企业包销，老百姓和村集体都
受益。”赵玉说。今年有些农户种普通麦子受
了灾，可优质麦项目却稳如泰山。“不能光靠
天吃饭，得找新路子，打开新市场！”赵玉信心
满满地说。今年种植面积要扩大到6000 亩，还
要建粮食深加工厂，以后要开发运动员专用面
粉、运动饮料等产品，让小麦身价再翻番。

把每株小麦

“吃干榨尽”
  麦浪滚滚，机声隆隆。在鄄城县董口镇国
平种植专业合作社小麦收割现场，4台大型联
合收割机正来回驰骋，它们将沉甸甸的麦穗吞
入“腹中”，收割、脱粒、装车等工序连贯流
畅，一气呵成。而在不远处，搂草机与打捆机
默契配合，迅速将散落的秸秆聚成堆、压实、
捆扎成型，随后便被拉运出麦田。

  “今年我们合作社共种植了1000 余亩小
麦，颗粒都非常饱满，麦穗也比较长、比较
大，很不错，每亩地能收1000 余斤。”国平
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冯再国高兴地说。
  冯再国介绍，他种植的小麦品种是“谷神
19 ”，凭借出色的品质备受市场青睐。早在
播种前，他便与种子公司签订了回购合同，提
前锁定销售渠道。田间刚完成收割的小麦，随
即被收购车辆直接运走。这种“即收即走”的
产销模式，不仅保障了小麦新鲜度，更有效规
避了储存环节产生的人力调配与仓储成本，让
丰收成果迅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
  丰收之后，秸秆的处理成了关键问题。过
去，为了处置大量的秸秆，避免焚烧污染环
境，没少让冯再国犯难。而如今，随着“小麦
收割+秸秆打捆”一体化作业模式，让秸秆“摇
身一变”，从令人头疼的农业废弃物变成了增收
致富的“香饽饽”。这一模式，在确保小麦颗粒归
仓的同时，实现了秸秆的综合利用，走出一条生
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的新路径。
  “过去秸秆堆在田里既占地方又难处理，
现在却成了增收的新门路。我们农户自己用不
上这些秸秆，宁夏的养殖场却视若珍宝，拿它
们当优质饲料。”冯再国满脸笑意地分享道，
“养殖场直接调配联合收割机、打捆机等农机
到田间，从收割小麦到打包秸秆全程包办。现
在每亩地的收割费用只需要10 元，远低于常
规市场价，省下的成本实实在在变成了我们的
收益。”
  冯再国还表示，秸秆及时离田好处多多，
不仅减少了病虫害滋生的隐患，还避免秸秆残

留影响土壤透气性，为接下来的播种和作物生
长腾出了“干净地”，让种植户能更省心地开
展下一季种植。

多彩小麦彰显

颜值与实力
  在成武县南鲁集镇刘瑞生态农场，饱满的
麦粒五彩斑斓，紫色、黑色、绿色点缀其中，
令人眼前一亮。
  在农场负责人刘瑞的家中，几罐陈列的彩
色麦粒样品引人注目。
  “它们不是转基因作物，”刘瑞强调道，
“而是通过一代种植、二代分离、后代持续选
育的天然品种。”与传统小麦相比，这些彩色
品种中蛋白质、氨基酸等营养素含量普遍提升
了一个梯度，核心矿物质及微量元素更优，其
高淀粉、低糖分的优势契合当代健康饮食风
尚。在中国科学院、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等权威
科研院所的合作与引种推广下，经过一代代严
谨选育筛选，凭借独特的抗旱、抗病等特性，
这些小麦表现出卓越的适应性，收益可观。
  在刘瑞心中，“多彩产业”蓝图渐明，种
业为核心，精加工强化产业链。“我的理想是
在家门口种出‘彩色财富’，还能带着乡亲们
一起干！”在省农科院的扶持下，除了和科研
单位合作繁育良种，刘瑞生态农场还做起了深
加工，把彩色小麦做成了产业。采用纯石磨研
磨工艺，将彩色小麦加工成面粉，并制成面
条，色泽独特，口感细腻，更兼具保健功能，
深受消费者喜爱。

  □记者 蒋鑫 通讯员 孙安琪 报道
  本报菏泽讯 6 月 16 日，走进菏泽鲁西新
区吕陵镇靳楼村，蓝天白云下，一排排光伏板整
齐铺展开，成为解锁村民增收和点亮乡村振兴
路的“金色密码”。
  近年来，鲁西新区通过环境整治、生态治
理和产业升级，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乡村振
兴协同发展的新路径。
  “之前这里是块废弃坑塘，夏天蚊子多得
不行，路过这儿都得捂着鼻子快走，一到雨
季，坑塘周边道路泥泞不堪，担心孩子跑来跑

去出意外，不仅影响了村容村貌，还影响村民的
人身安全。”村民杨歆环告诉记者，现如今，通过
引进光伏发电项目，曾经的废弃坑塘摇身一变，
成了带动村集体增收、村民致富的“聚宝盆”，翻
天覆地的变化让村民喜笑颜开。
  广宏泽靳楼光伏电站的实施，不仅让废弃
坑塘重焕生机，还为靳楼村带来了多重效益。
靳楼村党支部书记郭威介绍，这处坑塘占地
84 亩，共安装了8000 块太阳能板，每年可增
加村集体收入10 万元，这些资金全部用于改
善村内基础设施、发展公益事业等。此外，该

项目还带动了几十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村
民们经过专业培训后，可参与光伏板的日常维
护、清洁等工作，实现了务工、顾家两不误。
  靳楼村废弃坑塘变身光伏发电项目的成功
实践，是鲁西新区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协同发
展的一个缩影。
  在马岭岗镇穆李村浴海金滩，一处曾经杂
草丛生、垃圾遍地的废弃坑塘，经过环境整治和
生态治理，华丽变身为碧波荡漾的旅游度假地。
  漫步在细腻柔软的人工沙滩上，清澈的水
面倒映着蓝天，烟火氤氲的烧烤区香气四溢，错

落有致的休闲亭廊点缀其间，藤蔓缠绕的木质
桌椅静候游客谈天小憩，一幅惬意悠然的度假
美景尽现眼前。据马岭岗镇穆李村浴海金滩负
责人赵少华介绍，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浴海金
滩日均人流量达5000多人次。
  浴海金滩占地约120 亩，分为无动力游玩
区、垂钓区、露营烧烤区、萌宠区等10 余个
区域，不仅有效提升了穆李村的生态环境，成
为市民周末休闲娱乐的好去处，更带动了当地
餐饮、采摘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成为马岭岗镇
乡村振兴的示范样板。

  □记者 蒋鑫
  通讯员 赵考壮 王刚 报道
  本报郓城讯 6 月12 日，在郓城县随官屯镇的
圆通菏泽智创园内，消防车、急救车警声大作，菏
泽市邮政快递业突发事件应急演练在此举行。此次
活动由菏泽市邮政管理局联合消防救援部门组织实
施，市局有关负责人、各县区邮政管理部门负责
人、全市邮政快递企业负责人等 150 余人现场
观摩。
  演练聚焦行业真实风险，精心设置了突发火
灾与机械伤害应急处置两大课目。从险情预警、
紧急会商、启动响应，到人员快速疏散转移、部
门协同联动，直至后续处置，全流程实战化模
拟，有效检验了应急预案的可行性和行业面对突
发事件的综合应对能力。在模拟的浓烟弥漫场景
中，员工们训练有素，弯腰捂鼻迅速撤离。当
“机械伤害”突发，现场指挥与救援有条不紊，
伤员被及时转移救治。
  菏泽市邮政管理局局长周营说，邮政快递业
务行业必须全面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安全生产
工作要求，锚定安全发展目标，以深化双重预防
体系建设、维护稳定畅通、强化科技赋能为三条
主线，聚焦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寄递安全、
车辆交通安全管理、消防安全风险防控四大关键
方向，加快构建全链条、全要素、全周期的安全
治理新格局。

  □记者 蒋鑫 报道
  本报菏泽讯 6 月 12 日，由中国数字文化集
团、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中国精神”二十四节
气·诗书画乐作品展（菏泽站）在李荣海美术馆
开幕。
  此次展览以传统的诗书画乐为载体，以“二十
四节气”为创作元素，运用“数字”与“文化”相
融合的艺术表现形式，实现了非遗、旅游、科技的
有机结合，在新时代语境下，充分激发文化创造力
与多样性，是集创新融合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大
展。此次展览共展出艺术品272 件，展览时间为 6
月12日至6月21日。
  中央数字电视书画频道董事局主席王平说，此
次展览将书法、绘画、音乐等艺术形式与“二十四
节气”巧妙融合，倡导了自然观，弘扬了美学和生
活观，树立了文化自信。

  □记者 赵念东 
  通讯员 翟纯雪 张照辉 报道
  本报巨野讯 日前，一起土地边界纠纷得以成
功化解，避免了矛盾激化，成为巨野公安践行“早
发现、早介入、早化解”矛盾排查化解机制的生动
缩影。近年来，巨野公安聚焦农村矛盾多发态势，
以多元举措将大量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辖区和谐
稳定指数持续攀升。
  构建多元联动基层调解“共同体”。整合社
区、村委会等力量，打造“警民联调”体系，定期
与基层干部沟通收集线索，并邀请威望高的人士参
与调解。针对农忙时节涉农纠纷高发推出“田间警
务”，排查隐患，强化夜间巡逻守护群众财产
安全。
  科技赋能为矛盾化解注入新动能。运用大数据
动态分析矛盾趋势，精准掌握社情民意，对显性、
隐性矛盾科学研判。依托社区警务室建立快速响应
机制，实现一般矛盾现场化解，复杂矛盾多部门
“一站式”联合处理。
  闭环管理确保调解成效落地生根。将调解纳入
日常警务，严格落实“谁调解、谁负责”回访制
度，通过电话、面谈跟踪协议执行。同时，深入社
区、企业开展普法宣传，从源头减少矛盾产生。
  从田间巡逻脚印到智能预警数据，从温情调解
到长效回访，巨野公安深度融合“人力+科技”、
“调解+普法”、“治理+服务”，织密基层社会
治理网络。“矛盾化解核心在‘早’，关键在
‘实’，我们始终把群众小事当作大事，筑牢平安
巨野基石。”巨野县副县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
长李陶克说。

  □ 本报记者 王兆锋
   本报通讯员 李保珠 王浩勇

  因地制宜培育乡村富民主导产业，没地、
没钱怎么办？
  在省派第一书记的努力下，菏泽市定陶区
仿山镇张秀雨村、姜庄村和姜楼村跨片联建，
通过土地增补的方式，集中50 多亩基础土地，
建起14 个黄粉虫养殖大棚。每棚养殖盒数9000
余盒，干虫年产量1050 吨，虫粪5300 余吨，年产
值约2300万元，提供就业岗位55个。
  黄粉虫从这块“飞地”飞向海内外市场
蓝海。
  6 月15 日，在王秀娟承包的大棚内，一层
层肉乎乎的黄粉虫在蠕动，吃着麦麸和萝卜。
  “黄粉虫全身都是宝，是真真正正的‘黄金
虫’。”村民王秀娟说，“这个占地一亩的养殖棚

一个月可出6 吨干虫，每吨2 . 1 万元；一天产一
吨虫粪，每吨价格540 元；黄粉虫的壳入药也可
以卖钱。这个棚一年纯利润20万元。”
  在黄粉虫的烘干车间里，烘干的黄粉虫金
灿灿的，嚼起来香脆可口，让人口舌生津。
  来自省政府研究室的清华大学博士、张秀
雨村党支部书记助理韩天明说：“我们的黄粉
虫已销售到韩国、日本、欧盟等国家和地区。
今年初，欧盟批准将黄粉虫作为一种新型食品
投放市场，黄粉虫的市场更加广阔。”
  张秀雨村人口较少，青壮年多外出打工，产
业基础薄弱，几乎没有可支配收入。如何破局？
  驻张秀雨村、姜庄村和姜楼村的省派第一
书记张灿、王鹏、王准和韩天明反复商量论证，
几乎跑遍了菏泽的涉农产业进行考察。“像光
伏、花卉、食用菌、精酿啤酒等，我们都去看了。
最后确定发展黄粉虫产业。”王鹏说。

  张灿介绍，黄粉虫被誉为“蛋白质饲料宝
库”，富含蛋白质、矿物质和17 种氨基酸及
人体所需的维生素等成分，在食品、保健品、
医药和饲料等领域有广泛应用，市场前景广
阔。其养殖成本低，生长周期短、投资见效
快。此外，菏泽市作为农业大市，在蔬菜、麦
麸等饲料供应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价格及便
利优势，再加上仿山镇养殖条件优越，可使相
关产业与黄粉虫产业有机结合在一起。
  在韩天明看来，三个村联手发展黄粉虫产
业，是省派第一书记尊重市场经济的选择，也
是顺势而为的结果。仿山镇致力打造“第一书
记+企业+合作社+农户”的模式，推动黄粉虫
产业规模化、国际化、标准化和数据化发展。
具体而言，由省派第一书记联络区委、镇委的
相关部门，得到区委、区政府、镇委、镇政府
的支持后，完成生产要素等相关手续的审批。

其次，三位省派第一书记把所持的乡村振兴资
金，投入到黄粉虫产业当中，解决了产业发展
的资金问题。再次，对于养殖黄粉虫所需要的
技术，镇党委和第一书记联合组织黄粉虫养殖
专家，为群众提供技术培训，指导科学养殖，
吸纳农民在家门口就业。所养殖的黄粉虫主要
由青岛、泰安等地贸易商收购，然后出口转销
韩国、日本、美国及欧盟等国家和地区。
  三个村联手发展黄粉虫产业也提升了村干
部的管理水平和经营能力。“三个村如何分
红、管理费用怎么算、边界如何划分？我们态
度很明确，按合同约定办。”韩天明说。
  由省派第一书记帮扶建设的这个黄粉虫养
殖基地，规划建设32个养殖棚。全部建成后，园
区预计干虫年产量可达 2400 吨，年产值可达
5500 万元。园区依靠村集体参与管理，全部建成
后，每年每村可增加村集体收入10万元以上。

  □记者 蒋 鑫
  通讯员 岳军胜 李洪桥 报道
  本报东明讯 东明县武胜桥镇沙堌堆村吨
包加工致富车间里，一幅热火朝天的忙碌画
面。缝纫女工们熟练地踩着缝纫机，一张张吨包
布料就变成了一个个结实耐用的吨包成品。 
  “我家就是沙堌堆的，现在这份工作让我
能在家门口挣钱，接学生、做饭、照顾孩子都
不耽误。再也不用外出打工了，每天还能赚到

百十块钱，真是太好了。”武胜桥镇沙堌堆村
村民周艳云高兴地说。
  落户武胜桥镇返乡创业园内的东明县烯烃
新材料项目，已成长为当地的新材料制造产业
重点企业，其引进的吨包生产线，形成了聚丙
烯—热熔拉丝—基布生产再到集装袋加工的完
整产业链条，吸引了当地群众家门口就业，实
现了经济发展与群众增收的良性互动。
  近年来，武胜桥镇始终坚持以产业发展为

导向，以产业带动就业，以就业促进增收，不
断探索乡村振兴发展新路径，让越来越多的群
众端稳“就业碗”，实现增收的梦想。
  该镇不断拓展烯烃下游产业链条，依托返
乡创业园和东明石化的原料支撑，成功引进了
山东盛创美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等一批烯烃新
材高端制造企业，不断延伸产业链条。现拥有累
计投资达5 . 6 亿元的东明县烯烃新材料特色产
业园，并建成产品下游吨包加工生产点 10 余

处，带动10 个村集体经济增收20 万余元，实现
就业1000余人，人均年务工收入增加5万元。
  如今，武胜桥镇的小吨包已成为撬动乡村
振兴的强劲引擎。武胜桥镇党委书记刘付昌表
示：“下一步，我镇将继续锚定‘建支点、强产业、
惠民生、促发展’目标，掀起项目建设、产业升
级、民生保障热潮，不断增强产业项目造血功
能，积极为群众提供就业岗位，进一步拓宽群众
增收渠道，大力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

  □记者 赵念东 通讯员 甘新会 报道
  本报菏泽讯 记者从菏泽海关获悉，今年前5
个月，菏泽市外贸进出口总值达324 . 5 亿元，同比
增长42 . 1% ，增幅居全省首位，较全省平均增幅高
出34 . 4 个百分点，展现出强劲的外贸发展韧性与
活力。其中，出口131 . 2 亿元，增长 0 . 9% ；进口
193 . 3 亿元，增长96 . 4%。
  贸易方式结构优化，保税物流成增长引擎。前
5 个月，菏泽保税物流进出口额达179 . 9 亿元，增
长103% ，占全市进出口总值的55 . 4% ，较去年提
升 16 . 6 个百分点，成为稳外贸的关键力量。同
期，一般贸易进出口109 . 7 亿元，占比33 . 8% ，稳
健支撑外贸基本盘。
  经营主体活力释放，民营企业挑大梁。全市民
营企业展现出强大生命力，进出口总额达304 . 4 亿
元，同比增长44 . 5% ，占全市外贸总值的93 . 8% ，
比重提升1 . 6 个百分点。同期，外商投资企业进出
口19 . 7 亿元，同比增长13 . 8% ，占比6 . 1% ，实现
稳健增长。
  重点商品表现亮眼，进出口结构持续升级。出
口方面，机电产品、农产品、食品等主要品类全面
增长，其中机电产品出口34 . 4 亿元，增长9 . 6% ；
农产品和食品分别出口20 . 7 亿元、 20 . 2 亿元，均
实现 8 . 5% 的增长。进口领域，原油进口量价齐
升，进口额达177 . 5 亿元，同比增长105 . 3% ，占进
口总值的91 . 8%，比重提升4个百分点。

菏泽前5个月

外贸同比增长42 . 1%

“中国精神”二十四节气

诗书画乐展（菏泽站）启幕

菏泽举办邮政快递业

突发事件应急演练

创新“三早”机制

筑牢基层稳定防线

打开菏泽“三夏”好“丰”景

跨片联建，黄粉虫从“飞地”飞向蓝海

聚焦菏泽乡村振兴

小吨包缝出大产业 家门口织就幸福画卷

生态治理赋能 乡村颜值产值双提升

  □记者 赵念东 报道
  6 月16日，中华女子学院国际教育学院来到
菏泽开展援外项目现场教学活动。在为期6天的
行程中，来自亚洲国家妇女能力建设研修班、非
洲法语国家妇女能力建设研修班的64 名学员将
深入菏泽高新技术企业、现代农业、社区农村等
地调研考察，全方位感受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
就，沉浸式体验中国传统文化魅力。
  图为学员参观尧舜牡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展
厅内的牡丹系列产品。

64 名国际学员

赴菏泽赏发展新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