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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刘
小东） 金秋九月，正是泰山板栗成
熟的时节。泰山景区黄前镇漫山遍
野的板栗树硕果累累，枝头串串栗
蓬绽开“笑颜”，露出油光闪亮的褐
红色板栗，山间不时传来板栗从树
上掉下的扑通声以及栗农用长杆敲
打板栗树的哗啦声。小小板栗已成
为当地增收致富的“摇钱树”，让栗
农的“钱袋子”鼓起来。

在黄前镇李子峪村，栗农王培
掌正在板栗树上挥动长杆敲打树上
成熟的板栗，树下的栗农迅速将其
捡到袋子里。

过 筛 、 分 拣 、 打 包 、 储
存……在黄前镇板栗收购站最集中
的 地 方 —— 西 麻 塔 村 板 栗 收 购
点 ， 油 亮 饱 满 的 板 栗 堆 成 了 小
山，栗农将板栗运输到收购点，分

级、过秤，收购点把板栗储存在冷
库，将其销往全国各地。“泰山板栗
个头饱满又甜又糯，在市场上非常
受欢迎，每年全国各地的客商都会
来收购。现在正是大量上市的时
候，我们一个收购站一天就能收 15
吨左右的板栗，按照今年的收获情
况，预计还能继续收 20 来天。”一
收购站老板说。

位于泰山东北部的黄前镇，属
纯山区乡镇，土壤多为沙壤土，耕
性及通透性良好，再加上地表、地
下水资源丰富，水质清澈，生态环
境良好，得天独厚的自然气候条件
非常适宜板栗生长，产出的板栗以
个大味美甜度高闻名，是泰山板栗
的主要产区，几乎家家户户都围着
板栗转，百年以上的古栗树在山坡
上随处可见。

近 年 来 ， 黄 前 镇 立 足 山 区 实
际，以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目
标，立足以板栗为主的林果资源开
发，大力发展标准化、规模化的板
栗园，着力发展板栗深加工，推进
板栗产业发展。泰山板栗作为黄前
镇第一产业，为其带来了诸多荣
誉，黄前镇曾被授予“中国板栗之
乡”“中国优质果品基地乡镇”“全
国造林绿化百佳乡镇”等国家级
称号。

截至目前，全镇板栗种植面积
达 6.4 万亩，产值 3.3 亿元。产自黄
前镇的泰山板栗产品远销20多个国
家和地区，黄前镇已发展成为鲁中
地区重要的板栗集散地，初步形成
了集食品加工、冷链仓储、种苗培
育、外贸出口、林下森旅、板栗销
售等于一体的全产业化新格局。

本报讯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徐文莉 通讯员 宋绪政） 金秋九
月，在宁阳县广阔田野里，自动
化、智能化农业机械来回穿梭，一
排 排 玉 米 秸 秆 被 快 速 切 割 、 粉
碎，运输车紧随其后，收获着丰硕
的果实，农机规范集约作业大幅提
高了生产效率。

近年来，宁阳县大力推广适合
当 地 使 用 的 农 用 新 机 具 、 新 技
术，传统人工正被一台台马力强
劲、技术先进的农业机械取代。走
进宁阳县蒋集镇，成片的玉米长势
喜人，杜辉是当地小有名气的青贮
玉米种植能手。他说：“过去采用
老式收割机，日采收50至70亩青
贮 玉 米 ， 去 年 更 换 新 式 收 割 机
后，操作更加灵活，作业效率更
高，每天能采收100至120亩青贮
玉米。”

宁阳县鼓励种植青贮玉米，形
成了“种养结合、农牧一体、绿色
循环”的发展态势。泗店镇畜牧站
站长石茂强介绍：“青贮玉米具有
投入成本低、营养价值高、饲喂牲
口适口性好、饲草利用率高、浪费
小等优点，可以有效降低生产成
本，也能减少因焚烧玉米秸秆带来
的环境污染问题。”今年以来，宁阳
县按照要求合理合规将土地流转给
畜牧企业种植青贮玉米，积极引导
种 植 户 、养 殖 户 、企 业 开 展 现 代
化、集约化农业种养殖，为宁阳县农
业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板栗“开口笑”丰收正当时

本报讯（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杨
文洁） 9 月 19 日下午，市体育局召
开组织开展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乡
村体育“四赛”活动工作会议。记
者从会上了解到，我市乡村体育赛
事活动将以 9 月 23 日农民丰收节山
东省“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村村
有好戏”文化文明活动启动仪式为
起点，持续组织举办系列乡村体育
赛事活动，以篮球、足球、乒乓
球、象棋等 4 个项目为重点，截至
11月18日，共计举办700余场赛事
活动，丰富农民群众文体生活，助
力乡村振兴。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本次活动
持续至 11 月 18 日，共分为三个阶
段。各县（市、区）将结合本地农村实
际 情 况 ， 在 赛 事 项 目 、 举 办 地
点 、 比 赛 时 间 选 择 上 ， 因 地 制
宜，引导农民群众自觉参与，把比
赛办到群众身边。同时，我市将把
开展乡村体育赛事活动与推进农村
体育设施、农村体育组织和社会体
育指导员队伍建设等工作一体推
进，与举办农村社区运动会和“百

县篮球、千乡乒乓球、万人象棋”3
大赛相结合，与民俗节庆、乡土文
化展示、农产品展销、乡村旅游等
有机结合。我市通过广泛开展以篮
球、足球、乒乓球、象棋等 4 个项
目为代表的乡村体育赛事，逐步在
全 市 农 村 形 成 农 民 群 众 广 泛 参
与、健身氛围日趋浓厚，四季有
赛、村村有赛的生动局面。

乡村体育赛事活动以篮球、足
球、乒乓球、象棋等 4 个项目为重
点，以乡镇与乡镇、村与村之间的
比 赛 为 主 体 ， 以 赛 会 制 、 联 赛
制 、 邀 请 赛 、 对 抗 赛 为 主 要 赛
制，主要利用周末、节假日和农闲
时间举办。其中，“村篮”比赛方
面，我市将组织举办泰安市“和美
乡 村 ” 篮 球 赛 ， 积 极 承 办 山 东
省“百县篮球”比赛，采取赛会
制、联赛制、邀请赛、挑战赛等方
式，因地制宜开展县与县、镇与
镇、村与村之间的乡村篮球赛。按照
比赛流程，我市于9月23日在宁阳县
开展“村篮”比赛，并启动全市乡村体
育“四赛”活动；10 月份承办 2023 年

山东省“百县篮球”西部总决赛。
“村足”比赛方面，我市将以推

广农村家门口运动会为基础，在具
备场地条件、群众基础较好的县镇
村，组织举办乡村足球赛，以五人
制和七人制赛事为主，在县域开展
联赛和邀请赛，利用节假日和农闲
时间，吸引农民群众参与。11 月份
我 市 举 办 泰 安 市 “ 和 美 乡 村 足
球 ” 邀 请 赛 。“ 村 乒 乓 ” 比 赛 方
面，我市组织举办泰安市“和美乡
村乒乓球”比赛，以乡镇为单位组
队，以广大农民群众为主体，市县
乡层层选拔，各县（市、区） 选拔 2
支队伍、功能区选拔 1 支队伍，于
11 月份参加泰安市“和美乡村乒乓
球”决赛，优胜队伍和选手推荐参
加2023年山东省“千乡乒乓球”总
决赛。“村象棋”比赛方面，我市将
象棋项目纳入农村家门口运动会基
本项目，组织举办泰安市“和美乡
村象棋”比赛，开展乡村两级选拔
赛、县级预赛和市级决赛，优胜队
伍 和 选 手 推 荐 参 加 2023 年 山 东
省“万人象棋”总决赛。

我市乡村体育“四赛”活动即将拉开帷幕

700余场活动丰富群众文体生活
青贮玉米收割忙
奏响金秋“丰收曲”

本报讯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李皓若）九月秋风爽，走进徂汶景
区化马湾乡洼里村溪辉现代农业产
业园，阵阵菊香扑鼻而来，放眼望
去，150亩怒放的白色贡菊美不胜
收，40 多名村民拎着篮子在花海
中忙碌，娴熟地摘取着丰收成果。

“从栽种、除草到采摘，几乎
每个月都有活干，现在一天能赚
80 块钱，一年下来估计能挣一万
多 块 。” 洼 里 村 村 民 孙 芹 笑 着
说。她把 2 亩土地流转给合作社
后，在享受土地租金的同时，还能
在家门口挣上工资。

洼里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彭
启圣介绍，2020 年，洼里村成立
泰安正心粮油种植合作社，与山东
溪辉农业有限公司合作，探索实
行 “ 合 作 社 + 公 司 + 农 户 ” 模
式，着力打造溪辉现代农业产业
园 。 产 业 园 规 划 占 地 面 积 1500
亩，主要建设大棚樱桃产业区、菊
花产业区、特色农产品采摘体验
区、生产加工区、餐饮民宿区等八
大功能区。

“我们种的贡菊朵形大而饱
满，品质很高，一亩地能产 4000
多斤，不愁销路。”产业园相关负
责人董立臣介绍，结合菊花产业发
展实际，村里积极完善相关配套设
施，修建了 1400 平方米的菊花烘
干房，对接收购商上门收购，以每
公斤 50 元的收购价计算，今年收
入预计达100余万元。

菊花丰收醉金秋
扮靓乡村富农民

栗农捡拾掉在地上的栗子。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陈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