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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媚的春光里，东平县万亩良
田向远方延展，一座座大棚成方连
片，处处澎湃着发展活力。东平县
梯门镇东瓦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王兴宝带领村民在九顶凤凰
山 下 开 辟 出 一 条 设 施 农 业 致 富
路，将曾经人均耕地不足、传统农
业低效的薄弱村，建成了年集体增
收超 200 万元、村民人均年增收 3
万余元的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

如今，果蔬绿叶苍翠欲滴，果蔬
清香扑面而来，种植户忙着采摘……
田野大地一派蓬勃盎然的繁忙景
象，成为东原大地上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

东 瓦 庄 村 地 处 九 顶 凤 凰 山
下，却因人均耕地面积小、传统种
植效益低下，一度陷入“年轻人外
出打工、土地撂荒严重”的发展困
境。2016 年，王兴宝当选村党支部
书 记 后 ， 面 对 “ 守 着 土 地 没 出
路”的现状，暗下决心：必须找到
一条让乡亲们在“家门口”致富的

路子！经过多次走访调研、外出考
察，他盯上了设施农业——建设蔬
菜大棚发展反季节果蔬种植。

然 而 ， 村 民 对 发 展 充 满 了 顾
虑：建大棚每亩需投资 2 万元，万
一赔了怎么办？关键时刻，王兴宝
拍板：“我种棚让大家看看这是不是
个好出路！”他瞒着家人拿出毕生积
蓄 200 万元，流转约 2 公顷土地建
起了大棚，带头种起了哈密瓜和螺
丝椒，建成了果蔬康生态产业园。

为让村民掌握技术，王兴宝主
动 对 接 寿 光 市 文 家 乡 桑 家 营 子
村，组织 8 名党员分批赴寿光蹲点
学习。回村后，他带着技术骨干到
每一个大棚里进行指导，手把手教
村民育苗、温控、病虫害防治。如
今，他培养的 5 名大棚种植“土专
家”，正在全镇 42 个设施农业种植
基地中奔走服务。

在王兴宝的推动下，片区累计
流转土地约 533 公顷，建成育苗大
棚、恒温库、水肥一体化设施，引
进海泽拉、伟丽等种业公司合作育
苗 ， 每 年 育 苗 量 可 达 1000 余 万
株。村民陈曰朋返乡承包 5 个大

棚，年收益达 20 万元；300 多名群
众长期在产业园务工，年收入超过
2.5 万 元 ， 片 区 1000 余 名 群 众 实
现“家门口”就业。

设 施 农 业 富 了 群 众 、 强 了 集
体。王兴宝召开村民大会，与大家
共同探讨如何提高东瓦庄群众的生
活幸福感。经过“一事一议”，他们
投 资 80 万 元 铺 设 沥 青 路 2500
米，解决“雨天一身泥”的出行难
题 ； 打 深 井 21 眼 、 安 装 净 水 设
备，让村民喝上放心水；安装路灯
160 盏，主干道亮化率达 95%；高
标准规划东瓦庄新时代文明实践广
场，成为村民休闲好去处。如今的
东瓦庄村，大棚连成片、道路通到
田、路灯亮到户，约 146 公顷大棚
如白色珍珠点缀在青山之间。

设施蔬果生产已成为东平县助
力群众增收和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加
速器，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
了新活力，富民强村的希望，正在
东平的田野上变为现实。从“拓荒
者”到“领航人”，王兴宝以敢闯敢
试的勇气、无私奉献的精神，在乡
村振兴的征程上书写着动人篇章。

王兴宝：“大棚书记”的致富领航之路
本报记者 苏婷

本报讯（记者 冯子凝） 逛探源
馆、赶乡村集市、品传统文化、寻人
间美味、打卡“哪吒”墙……岱岳区祝
阳镇井家洼村周末大集将于5月3日
9 时 开 集 ，自 5 月 3 日 起 ，每 逢 周
六、周日开集，邀请广大市民游客来
赴一场充满烟火气与温情的乡村盛
宴，感受别样的热闹与美好。

祝 阳 镇 井 家 洼 村 因 地 下 水 丰
富、村内多井而得名，全村共有
365 户、1087 人。井家洼是瀛汶
河、永宁河冲积而形成三角洲平
原，因此水美地肥、物阜粮丰。近
年来，井家洼村获得“省级文明
村”等多项荣誉。

走 进 井 家 洼 村 ， 一 定 要 打
卡“井家洼探源馆”。在这里，不仅
能触摸登科典故的厚重、领略孝善
故里的传承、感悟英模的英勇事
迹、回忆农耕岁月的质朴、欣赏军
人风采的豪迈、展望村庄发展的蓝

图，还能亲手体验传拓技艺，感受
传统文化的魅力。

而最让人期待的，当属有人间
烟火气的“美食街”，这里不仅有地道
乡村美食、特色农副产品、农家烤
肉、有机蔬菜，沿街还设有传统文化
体验区，可以体验拓片制作、手工编
织、书画、剪纸……随着激昂的鼓声
响起，“击鼓开饭”的传统仪式拉开帷
幕，村民们将用真挚的笑容和饱满的
热情欢迎八方来客。

值得一提的是，井家洼村精心
准 备 了 泰 安 特 色“ 泰 安 三 美 大 锅
菜”，开集当天，在“孝善大食堂”，每
一位进村赶集的客人以及全村75岁
以上的老年人都可以免费品尝。

“哪吒”网红墙等您来打卡拍
照。电影 《哪吒之魔童闹海》 火爆
全国，井家洼村村民以“哪吒”元
素进行墙绘，让村庄焕然一新，以
其独特的文化创意吸引了众多游客

的目光。墙绘创作以 《哪吒之魔童
闹 海》 电 影 中 的 经 典 角 色 为 灵
感，结合现代艺术手法，村民们巧
手绘图，将电影中的画面与村庄的
自然风光融为一体，实现了传统文
化与现代艺术的完美结合。

吃饱喝足，别急着走，井家洼
还有超多惊喜等你解锁。步入花的
海洋，繁花似锦，五彩斑斓，在这
里可以尽情释放工作压力，随手一
拍 都 是 大 片 。 沿 着 井 家 洼 三 角
洲 ， 享 受 垂 钓 的 悠 闲 ， 燃 起 篝
火，与亲朋好友载歌载舞，或是搭
起帐篷宿营，远离城市喧嚣，亲近
自然，在满天繁星下入眠。

祝阳镇井家洼村周末大集，不
仅是一个热闹的集市，更是一个充
满乡情、民风和文化底蕴等人间烟
火气的地方。这里汇聚了美食、文
化、自然、人文等多种元素，等着
大家来一一探索。

祝阳镇井家洼村邀您赶周末大集
5月3日开集，感受人间烟火气

本报讯 （记者 苏婷 通讯员
马文泰 李智） 微风和煦，万象更
新，在东平县老湖镇设施农业大棚
里，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当下正值鲜花丝瓜茁壮成长的
关键时期，走进老湖镇的设施农业
片区，翠绿的丝瓜藤蔓顺着支架蜿
蜒而上，一朵朵金黄的丝瓜花点缀
其间，鲜嫩的丝瓜挂满枝头，饱满
而诱人，勾勒出一幅绿意盎然的丰
收画卷。

与传统种植方式不同，老湖镇
在鲜花丝瓜的种植上融入了诸多创
新 理 念 与 科 学 技 术 。 在 种 植 前
期，技术员深入研究土壤特性，精
准调配基肥，为丝瓜生长提供充足
的养分。在栽培过程中，采用了先
进的吊蔓技术，让丝瓜植株在立体
空间内充分伸展，有效提升光照利
用率，保障每一株丝瓜都能健康茁
壮生长。“今年我们一共种植了0.5
公顷冷棚鲜花丝瓜，通过这些精细
化的种植管理手段，我们有信心实
现产量和品质的双丰收。”种植户
臧玉国满脸笑意地介绍。

据老湖镇设施农业专班成员黄
伟介绍，此次种植选用的是经过改
良的优质丝瓜品种，不仅生长周期
短、产量高，而且口感更加鲜嫩爽
滑，营养价值也更高。同时，冷棚
种植模式能够有效调控温度、湿
度，为丝瓜营造最适宜的生长环
境，降低病虫害的发生概率。

在鲜花丝瓜茁壮成长的过程
中，老湖镇的种植户们丝毫不敢懈
怠。他们每天穿梭在冷棚之间，仔
细检查丝瓜的生长状况，及时摘除
病叶、老叶，调整植株的生长态
势。根据丝瓜不同生长阶段的需
求，精准控制浇水、施肥的量和频
率，为丝瓜的健康生长提供全方位
呵护。

“为了进一步壮大设施农业产
业，带动村民增收致富，基地积极
吸纳周边村民参与种植、管护工
作。村民通过在基地务工，不仅学
到 了 实 用 的 种 植 技 术 ， 还 实 现
了‘家门口’就业，增加了家庭收
入 。” 老 湖 镇 人 大 主 席 张 良 表
示 ， 老 湖 镇 将 持 续 以 “ 春 瓜 秋
菜”模式为突破口，不断探索特色
农 业 产 业 多 元 化 发 展 路 径 。 同
时，持续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引进
更先进的种植技术和管理经验，积
极 拓 展 销 售 渠 道 ， 加 强 品 牌 建
设，进一步提升产业附加值，助力
乡村振兴。

东平县老湖镇
丝瓜绘富景

王兴宝（右一）和村民一起收哈密瓜。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