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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春以来，李彩英家的土鸡销路越来越好。

52 岁的李彩英是前营乡关帝庙村的村民，曾是当地的

贫困户。近年来，靠养殖土鸡，她成功摘掉“贫困帽”，生活

越过越好。

3 月 25 日上午，笔者来到李彩英家，只见她正在打包封箱

鲜活的土鸡。“行情好的时候，一天能卖出 20 多只鸡。”李彩英

的眼睛幸福地眯成了一条缝。

2016 年，李彩英患乳腺癌入院手术，丈夫张鹏因腰疾无法

从事体力劳动，村干部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除了帮其申请大

病救助、申报低保，还为她的女儿申请了助学金。

大病初愈，生性要强的李彩英找到村干部说出了自己的

想法：“我不想靠救济维持生计，我要用自己的劳动改善一

家人的生活。”

当年 8 月，村干部给李彩英送来了 300 只鸡苗和饲料，还

帮她在房后的树林里搭建了几间鸡舍。经过几个月的精心饲

养，李彩英的土鸡一出栏就销售一空，净赚 7200 元。

第二年一开春，李彩英买来500只鸡苗。“日夜悉心照料，非

常细心。”然而两个月后，小鸡突然接连死亡，李彩英又急又慌，

哭着找到村干部，村里的兽医及时赶到，药到病除。“群养家禽，

场地不能太潮湿，不然易得球虫病。”兽医叮嘱道。如今，李彩英

已成了“半个兽医”。

有了技术和经验，李彩英想大干一场。2018 年，李彩英申

请 5 万元扶贫贷款，购买 2000 只鸡苗。每天按时喂食，打扫鸡

舍，鸡除了自然觅食外，李彩英喂的全是稻谷、玉米、青草。天

然放养，养殖周期长，肉质紧、脂肪少、无腥味，土鸡很受青睐，

很快又销售一空，李彩英当年纯收入5万元。

如今，除了自己养鸡、卖鸡、卖鸡蛋，李彩英还带领周边群

众养起了土鸡。目前，她依靠自己的销售渠道，还帮助乡邻销

售土鸡和鸡蛋，受到群众的好评。 （杨国栋 郭诚克）

土鸡养殖致富有道

3月28日，大营镇大沈河村北的荒山上，

一排排养殖大棚里，一周大小的小黄鸭苗在

啄食撒欢，看到养殖人员过来加水，“嘎嘎”尖

叫着争先恐后挤了过来，一只只憨态可掬。

养殖基地中，污水处理池、沼气池、消

毒室配备齐全，轻钢结构的鸭棚里小黄鸭

生长良好。

“我们现在有 4 个养鸭大棚，平均每个

大棚可养殖肉鸭 2500 只，扣除水、电、人工

等成本，每栏净利润有 2 万元左右，每年可

出栏 6-7 栏，全年利润可达 10 多万元。”大

营镇大沈河村党支部书记张贵锋掰着指头

给记者算了算账。

大沈河村位于大营镇西北部浅山区，紧邻

龙兴寺水库。近年来，该村不断发展壮大种养

殖产业巩固脱贫成果，助农增收致富。养殖大

棚是2020年大营镇投入60万元建立的扶贫项

目。为扩大村集体经济收入，带动村民致富，

经多方论证，村里决定在养殖大棚的基础上为

山东合丰集团呱呱鸭厂代养肉鸭。

“我和另外两名村干部及其他4名村民

共同出资6万元作为启动资金，目前这已经

是养殖的第二批肉鸭了，肉鸭养殖项目起到

了产业示范引领作用，让更多的农户参与进

来。”张贵锋说。

张贵锋说，乡村振兴再启航，2021 年，

大沈河村计划再建设 4 个轻钢结构，容积

上万只的鸭棚及其他配套辅助设施，力争

年出栏 40 万只肉鸭，依托在建的龙兴寺水

库灌溉渠通水项目，在大棚周围再流转部

分土地种植无糖南瓜，牢牢抓住规模化养

殖、科学化管理、现代化经营这几个关键

词，发展“智慧农业”，做到自产自

销，使买家一键下单，直接向基地订

购肉鸭和农产品。

我们采取“村集体+农户”的模

式进行经营管理，村民通过资金投入

和到鸭厂务工等方式进行参与，有效

整合村里的各方资源，达到互利共

赢、可持续发展。张贵锋对产业前景

充满希望。“依托不断发展壮大的种

养产业，大沈河村 2020 年村集体经

济达 6 万元，人均年收入 1.3 万元以

上，使村民幸福指数不断提高。”

（杨国栋 杜茹雅）

肉鸭养殖“钱”途光明

天气晴好，气温回升，正是

辣椒育苗的好时机。3月24日，

在肖旗乡解庄村辣椒基地里，一

派繁忙的景象，扎棚、播种、填

土、整地等工作有序进行。

据了解，肖旗乡解庄村已有

多年辣椒种植传统。目前，该村

辣椒种植面积已达 3000 余亩，

实现了规模化、产业化发展。据

测算，全乡2021年预计产出、销

售辣椒 9000 多吨，产值 2000 多

万元，可带动 2000 余名农村富

余劳动力就近就业。

郭跃峰 王璐 摄影报道

“街上的路灯亮了，晚上出门再也不用黑灯

瞎火了！”3 月 28 日晚，在新村广场悠闲散步的

张八桥村村民李延民高兴地说。

仲春的夜晚，走进张八桥镇镇区街道，路面

干净整洁，街上路灯林立，村民们在广场公园里

散着步、聊着天，好不热闹！

近年来，张八桥镇着力抓好宜居城镇建设

和美丽乡村试点项目，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目前，该镇共建设道路 30182 平方米、排污

管道 4930 米，栽植风景树 214 棵，安装路灯 176

盏 ，装 修 筒 瓦 屋 面 1506 平 方 米 、屋 背 瓦 喷 灰

1777 平方米、实心墙体 613 平方米、外粉 18396

平方米、外墙漆 16904 平方米、彩绘 1449 平方

米，建设文化广场 7826 平方米，整修路面 2354

平方米等，镇区面貌焕然一新。

为 了 保 持 和 提 升 美 丽 乡 村 建 设 成 果 ，张

八桥镇党委政府加大了管理力度，规范占道

经营、乱停乱放、私搭乱建现象，及时清理杂

物垃圾，保持镇区卫生无死角，对街区进行了

亮化和美化，极大地提升了主街区的人文品

质。另外，镇党群服务中心周边的标准化篮

球场、智慧书屋等文化惠民设施一应俱全，均

不限时期对外开放，极大地丰富了周边居民

的文化生活。

“ 下 一 步 ，张 八 桥 镇 将 继 续 做 好 环 境 卫

生、基础建设、绿化亮化等工程，补齐民生短

板，为乡村振兴打下坚实的基础。”张八桥镇

相关负责人说。 （张柯）

张八桥镇：

建设美丽乡村 打造宜居小镇

3月25日，杨庄镇的麦田里，一场别开生面

的“田间课堂”正在明媚的春光中展开。“学员

们”把谢春和围在中间，认真聆听着他送来的

农艺“真经”，中间不乏咨询交流的声音。

一年好景在于春。连日来，县残联邀请国

家级高级农艺师谢春和，采用理论讲解和实际

操作两种方式，在全县开展残疾人农村实用技

术培训，积极引导农村残障人士抓住农时增产

致富。

“老师，俺上手试试您看看吧，修剪桃枝是

要溜住根儿吗？”“田间课堂”里，“老学员”柳海

滨边咨询边上手试剪。

今年 47 岁的柳海滨是该镇小店村马渡

寨村村民，患有强直性脊柱炎，肢体四级残

疾。“这是我第三年参加培训了，2019 年的培

训我学会了制作中式面点，在自家小超市里

制作售卖，生意很好，这两年俺每年都能多挣

四五千块钱。”说起之前的培训成果，柳海滨

笑的合不拢嘴。

“这次培训办到了我的心坎儿上，正打算

种果树，就有这方面的培训，专家亲自在田间

地头指导，你说咱不增收谁增收。明天继续

来学习，我得把‘底子’打扎实。”柳海滨拍拍

身上的泥土，高兴地说。

对于农村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内容，县

残联关注我县农村残障人士提交的“菜单”，

依据“菜单”烹调“菜肴”，根据他们的需要确

定培训内容，使其掌握实实在在的技术。此

次培训是 2021 年的第 3 期培训，目前共有 125 名农村残障人

士接受培训。

近年来，县残疾人联合会把残疾人农村实用技术培训作为

民生实事的“重头戏”，针对农村残障人士的特点，采取多形式、

多渠道、多层次相结合的方式组织其参加培训，使更多的农村

残障人士掌握一技之长，提升“造血”功能。在培训技术的同

时，注重引导残障人士正确认识自我，提升自信心，以乐观向

上的态度面对生活困难，增强创业致富的勇气。 （高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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