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宁阳县伏山镇西代村结合发展实际，坚持以“村庄富美、环境优美、百姓和美”为目标，不断
强化组织、培壮产业、创优服务，全力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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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平县彭集街道——

西瓜丰收采摘忙 瓜农日子甜如糖

本报讯 （通 讯 员 李 俊） 近
日，在东平县彭集街道设施农业西
部片区大棚，翠绿的藤蔓间垂挂着
一个个圆润饱满的西瓜，工人正忙
着采摘、套网、装车，呈现出一派
繁忙的丰收景象。

大棚内，工人分工明确，有的小
心翼翼地为西瓜套上黑色网兜，防止
运输途中的磕碰；有的手持剪刀，熟
练地采摘成熟的西瓜；还有的将一筐
筐西瓜搬运装车。来自汶上县的客商

王先生正在验收：“彭集的西瓜品质
好，皮薄、肉厚、甜度高，在市场上很
受欢迎。”

“我们片区主要种植的是京美
2K 西 瓜 ， 兼 具 品 质 优 、 适 应 性
广、耐贮运等优点。吊秧栽培技术
不仅节省空间，还能让西瓜均匀接
受光照，甜度更高。目前西瓜收购价
格在每公斤 2.5 元左右，效益非常可
观。”西部片区技术员李耀光介绍。

西瓜产业的发展还带动了周边村

民就业。在西瓜大棚内，村民一边采
摘西瓜一边说：“现在在‘家门口’就
能赚钱，还能照顾家里，特别方便。”

下一步，彭集街道将把培育特
色农业作为乡村振兴、富民增收的
关 键 举 措 ， 延 伸 链 条 、 打 造 品
牌、提升价值，激发特色产业潜
能 ， 持 续 拓 宽 “ 农 业 强 、 农 村
美、农民富”的乡村振兴发展路
径，让广大群众在农业农村现代化
进程中共享丰硕成果。

本报讯 （通讯员 李伟 李鸿
毅）新泰市西张庄镇太平庄村共有
264 户、798 人，近年来，太平庄
村 以 党 支 部 领 办 合 作 社 为 突 破
口，以养殖业推动集体经济不断壮
大，有力促进了乡村振兴。2024
年，村集体收入突破 15 万元，预
计2025年达到30万元。

太平庄村党支部书记刘坤于
2011 年退伍，随后干过保安也卖
过灯泡。彼时的太平庄村，村班子
力量薄弱，环境脏乱差，羊粪随处
可见，党员群众意见颇大，“太平
庄 不 太 平 ” 的 说 法 流 传 开
来。2018 年，刘坤回村担任党支
部书记。凭借养羊经验，结合对羊
肉市场前景的敏锐洞察，刘坤带头
腾出闲置院落，搭建起可容纳400
只羊的简易棚，开展精细试养。第
一批羊出栏后，纯利润达 10 万
元。村民看到实实在在的收益后纷
纷向他靠拢，这让刘坤看到了村民
团结一心的力量，确定了发展路
子。2021 年 4 月，坤祥禽畜养殖
专业合作社正式挂牌，村党支部带
头跑手续、谈规划，党员骨干分片
入户讲政策、算收益账，不少村民
主动响应，合作社首期吸纳 12 户
村民以自家土地、闲置厂房、灌溉
水井等折价入股，筹集入股资金
500 万 元 ， 建 起 了 标 准 化 养 殖
大棚。

肉羊养殖的关键在于羊苗、饲
料和技术。此前，合作社仅在本地
采购羊苗已无法满足发展需求。为
解决这一问题，合作社在全国范围
内 与 8 家 羊 苗 市 场 建 立 合 作 关
系，确保优质羊苗的稳定供应；同
时，聘请2名西北农林大学硕士研
究生担任养殖顾问，指导养殖技
术，实现高标准养殖。目前，合作
社已建成占地将近7公顷的养殖大
棚 30 个，成为山东省规模最大的
肉山羊育肥基地。

品 羊 观 景 ， 日 子 更 有 奔
头。2024 年，太平庄村举办第一
届“伏羊文化节”，200 多名村民
围着篝火唱歌跳舞、品尝羊汤，场
面热闹非凡。太平庄村肉羊声名远
扬，收羊客商纷至沓来，订单量大
幅增长。

随着村集体收入的增加，太平
庄村加大了民生建设投入，先后投
资 14 万元翻新 6 条村内道路，投
资 3 万 元 改 造 130 户 无 害 化 厕
所，90%的常住农户告别露天旱
厕。曾经“不太平”的太平庄村，如
今已成为美丽宜居的乡村典范。

下一步，太平庄村计划扩建
16 个 养 殖 棚 ， 目 前 已 建 成 6
个，预计 10 月份全部完工。届
时，存栏量将突破 1.5 万只，年出
栏 量 达 3 万 只 ， 产 值 超 3000 万
元。同时，太平庄村依托跨村联
建，带动周边5个村庄经济发展再
上新台阶。

新泰市太平庄村——
以羊为“媒”
跑出富民“加速度”

宁阳县伏山镇西代村——

全力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

聚焦党建引领 建强村级“主阵地”

西代村聚焦党建引领，发挥党
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建强村
级 “ 主 阵 地 ”， 实 施 “1510” 工
程，搭建 1 个由网格群、坐班队
伍、网上党支部等组成的服务平
台，畅通群众问题反映渠道；成立
现 代 农 业 、 生 态 文 明 、 便 民 为
民、文化生活等服务岗位，分别设
立党小组，为村内龙头企业、种植
大户及群众提供服务；同时，坚

持“一联十户、服务到民”，1 名党
员联系10户群众，健全服务群众网
络；强化党支部建设。

全村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
题党日、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
员等组织生活制度，建立健全每月
党支部例会、季度培训、年终考评
等工作制度，进一步激发党员干部
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在后备党员培
养上拓宽选人视野，着重从种植大

户、致富能手、知识青年等群体中
挖掘和培养后备党员，为党建队伍
注入新鲜血液、储备有生力量。在
党员能力提升方面，西代村将基层
党建、乡村振兴、“三资”管理等作
为常态化学习内容，通过持续学习
与实践锻炼，着力锻造一支政治觉
悟 高 、 发 展 思 路 清 、 懂 经 济 运
行、善于经营管理的高素质党建队
伍，引领乡村实现全方位振兴。

聚焦产业发展 探索振兴“新路径”

西代村抓住基本农田整理项目
实 施 的 机 遇 ， 广 泛 推 进 土 地 流
转，积极调优种植结构，引进佳禾
食 品 、 春 兰 苗 木 等 农 业 龙 头 企
业。2015 年，西代村进一步加大土
地 流 转 力 度 ， 引 进 发 展 家 庭 农
场、种植大户 9 家；盘活资产资
源，借助村集体“三资”清理，对
村内闲置院落、房前屋后、废弃坑

塘 进 行 彻 底 清 理 ， 变 “ 沉 睡 资
产”为“增收活水”，引进豪信生
物、豪信孵化场等企业，每年增加
村集体租金收入21万元；成立产业
联 合 体 ， 采 取 党 支 部 领 办 的 方
式，由村集体、党员干部、种植大
户等入股，成立“西代和”农业农
民专业合作社、“西代美”农业机械
服务专业合作社，并联合村内13家

农业龙头企业、家庭农场、种植大
户，牵头成立“西代和”农业产业
化联合体，探索“龙头企业+合作
社+家庭农场+种植大户”的产业化
联营模式，既促进了全村产业的融合
发展，又增加了合作社的服务性收
入。全村已发展“两菜一粮”种植面积
133 公顷，各类蔬菜大棚 20 个，全村
每年农业产值近3000万元。

村民展示丰收的西瓜。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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