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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种花生的时候，你们送种子来

真是太及时了。今年我家准备种5亩花

生，这下可好了，种子齐了，还是新品种，

就等着开犁播种了。”李庄乡尚王村贫困

户张建军紧紧拉着副乡长杨亚辉的手，

激动地说。

为切实减轻贫困户夏耕负担，提高

贫困群众收益，6月1日上午，李庄乡党

委政府在尚王村开展精准扶贫“发放爱

心种子 助力夏耕生产”活动，对全村

11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共送上560余斤的

高油酸花生种子，切实帮助贫困户解决

生产中遇到的实际困难。

夏耕在即，丰收要从选好一颗种子

开始，考虑到贫困户所需，该乡免费为贫

困户送去高油酸花生种子，切实给贫困

户带来实惠。据了解，一般花生每亩产

700多斤，每斤3元，高油酸花生每亩产

900斤左右，比一般花生高出200多斤，

收入亩产多增收 100 余元，这对贫困户

脱贫致富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贫困户张小旗激动地说：“政府鼓励

我们树立信心，自力更生，给我们免费送

花生种子，今年我要好好干，通过自己的

双手勤劳致富，不辜负政府的期望！”

“下一步，我乡将邀请农业局相关

技术人员对贫困户田间管理技术进行

统一指导，通过统一发放种子、统一田

间管理、统一组织收购，努力提升贫困户的‘造血功能’，

增强贫困户的自我发展能力，帮助他们争取早日奔向小

康生活。”该乡党委书记马鹏飞说。 （杨海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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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1日，记者走进李庄乡南牛村，村情村史、道德

传承、尊老爱幼……一幅幅多姿多彩且富有乡村特色的

“墙画”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让人感觉温馨和谐。

墙画上金灿灿的小麦和农民脸上喜悦的神情，把农

耕丰收展现的淋漓尽致；孝道文化墙，让文明新风入脑入

心，营造村民尊老爱亲、邻里互助的道德氛围。这些墙画

正是南牛村默默无闻的“解说员”，使村里许多老旧的房

屋重新焕发生机。

据了解，南牛村新绘文化墙 40 余面，铺设柏油路

1000余米，清理应龙河道、村内道路两侧各类垃圾20余

吨，并修建了“董家磨坊”、“何宅”等小游园，且每个游园

都有它各自的美好故事（如图）。

“下一步，李庄乡

将立足打造一批

‘明星村’，不

断促进‘外在

美’向‘内在

美’转变，提

升乡村颜值，

提高群众满

意度，助推美

丽 乡 村 建

设。”该乡负

责人说。

（朱时皓 杨海楠 李少仪）

南牛村：乡村墙画 处处皆风景

在肖旗乡史渡洼村的一个农产品推广会上，稀奇

的“七彩”花生成为村民们的围观对象(如图）。高颜

值、经济价值高、味道香甜……“七彩”花生用自己的

“魅力”征服了村民们。乡政府给予政策支持、农户竞

相种植，“七彩”花生成了名副其实的团宠。

“还没见过这样的花生哩，五颜六色

的真稀奇！”5 月 29 日上午，在肖

旗乡史渡洼村鑫亿种植农业

合作社的花生推广会上，

种了半辈子庄稼的“老把

式”何建成心中充满了

好奇。

这些表皮黑色、白

色、粉紫相间的花生在推

广会上一亮相，就成了种

植大户们关注的焦点。史渡

洼村党支部书记、合作社负责人

何召伟把这些“高颜值”的花生称为

“七彩”花生。

“老何叔，这种黑花生你知道一斤能卖多少钱？它

的价格可是普通花生的4倍，按亩产600斤算，一亩地

就能卖1万多元哩！”听完何召伟的话，何建成被“雷”

到了。

推广会现场，被“雷”到的不止何建成一个。“这花

生真有这么‘金贵’？”“吃起来是啥味呀，咱得尝尝！”会

场顿时炸开了锅，放置了“七彩”花生的桌子旁顿时聚

满了人，大家满怀期望地将“七彩”花生放入口中咀嚼

起来。

“这些‘七彩’花生不仅颜值高，而且营养丰富，吃

起来香甜。”何召伟介绍，“七彩”花生有着广阔的市场

需求和较高的经济价值。

“为畅通花生销路，今年合

作社还与山东泰安、青岛，福

建莆田等客商达成收购

协议，彻底解决种植群

众后顾之忧。”何召伟

说。

为推进全乡农业种

植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实

施“一乡一业、一村一品”

战略布局，肖旗乡制定奖补

政策，对连片种植花生50亩以上

的，由乡政府给予每亩30元奖补或者

购买农业保险，更是让广大群众吃了颗“定心丸”。

何召伟介绍，在肖旗乡政府的支持下，史渡洼村采

取“合作社+农户”的方法，吸收258户农户加入，今年

花生种植面积达到1100亩，预计收益400万元以上。

“我们村合作社将借助电商平台进一步拓宽销路，

从而实现花生品牌化、产业化，让越来越多的群众实现

‘七彩’梦想。”何召伟自信满满地说。 （刘淑改）

一亩卖一万多元 “七彩”花生成团宠
推广会上，高颜值和高经济价值的“七彩”花生吸引不少村民

“场黄堆晚稻，篱碧见冬菁。”唐代诗人刘禹锡笔下

的秋收情景今年将在赵庄镇范庄村重现。

“到今年秋天，就能吃到小时候自己种植稻米的味

道了。”5月30日，范庄村49岁的村民范跃东说。

范庄村位于赵庄镇西北部，紧邻北汝河，一直以来

有种植水稻的经验和历史，后因水利设施老化、取水困

难而中断。近年来赵庄镇依托“引汝入宝”工程，围绕

“水”字做文章，积极开展“引水入村”行动，通过恢复水

稻种植，实现“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特色发展模式。

“水稻的种植收益远远大于小麦、玉米等农作物，

为了壮大集体经济，带动群众致富，今年首先在我们村

恢复水稻种植。”赵庄镇范庄村党支部书记范钢星说，

今年，范庄村水稻种植面积50余亩，选用省农科院提

供的优质品种“黄金晴”，采用育苗移栽模式，由公司和

农户共同经营，明年将推广1000亩水稻种植面积，重

新打造“范庄水稻”特色品牌。

“你看，现在城里人都爱来这里观光，水稻成为大

家稀罕的作物，以后还能带动我们镇的乡村旅游呢。”

赵庄镇负责人说。 （王世超）

恢复水稻种植 重塑鱼米之乡

“真是感谢孙书记找来的秸秆打捆机，不仅帮助

俺把机收后留下的秸秆收走了，还给俺钱，种了大半

辈子庄稼，真没想到秸秆也能换钱了。”5月28日，商酒

务镇柳林村的种粮大户陈冠伟高兴地说。

这几天，柳林村的地头上，不时传来拖拉机的轰鸣

声，前边收割机刚刚收割完毕，后面就有人用秸秆打捆

机，把麦秸秆吸收一空，转而吐出一排整整齐齐秸秆

“砖”，随后便被装车运输到提前联系好的养牛场。

“今年联系了养牛场，咱村上的秸秆到时候都会

运送到那里，麦秸秆在地里以每捆6元的价格收购，既

环保又消除了火灾隐患，还能促进农民增收。”柳林村

支部书记孙春阳说。

此举大大缓解了原来农作物秸秆没有“出路”的

难题，乱堆乱放，不仅影响村容村貌，还增加了火灾隐

患。今年秸秆回收，使麦秸秆这些曾经的负担，转眼

变成了“香饽饽”，受到农民的拍手称赞。（王世超）

废弃秸秆换成钱 农民心里比蜜甜

越到最后时刻
越要响鼓重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