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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周晓晴 通讯员 张萌

　　冬意正浓，记者走进临朐县山旺镇上林西村王福
端家的一座樱桃大棚，满眼碧色之间，一簇簇绿中带
红的樱桃掩映其中，预示着一场热烈的丰收。
　　“现在樱桃已经慢慢上色了，春节前开始采摘，
预计元宵节前后就能大规模上市，肯定能卖个好价
钱。”王福端说，一个采摘季下来，这个大棚能收获
大樱桃1000多公斤，主打礼盒销售，也有一些游客利
用假期带孩子进棚采摘，算下来每公斤能卖到400元
左右。虽然前期投入较高，但效益远超普通大棚。
　　严冬里百木凋零，为什么这里的樱桃能抢“鲜”
上市呢？原来，王福端种植的樱桃能赶在春节前就进
入市场，得益于一个“秘密武器”——— 现代制冷降温
技术。这项技术能让樱桃树在每年9月底提前休眠，
将樱桃的生长周期提前，赶在春节及农历正月进入
市场。
　　等这个采用新技术的大棚的樱桃摘得差不多时，
王福端家另两个普通大棚也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期。这
样一来，从头一年的农历腊月到来年的农历三四月
份，三个大棚的樱桃打破时令限制，近半年时间里
“樱”有尽有。
　　同样的情景，在享有“中国大樱桃之乡”“省级
农业产业强镇”之称的山旺镇并不鲜见。
　　“现在樱桃一点也不愁卖！”山旺镇和庄村村民
王瑞香说，她已经种了多年大棚樱桃，随着种植设备
和技术的更新换代，她家的樱桃也“住”上了冷热可
调控的大棚，若遇到解决不了的技术难题，政府还会
邀请专家进棚教授，当地还开辟了专门的市场售卖，
越来越多的客商慕名来到山旺收购樱桃。
　　如今，山旺镇大樱桃种植面积已发展到2000多公
顷，其中，大棚樱桃600多公顷，年产量1万余吨，有
美早、布鲁克斯、红蜜、俄罗斯8号、黑珍珠等20多
个品种。为持续擦亮“山旺大樱桃”品牌，当地谋划
樱桃夜会、技术交流会、观摩学习等一系列活动，定
期邀请专家、学者为农户培训指导，发掘培育一批
“土专家”“田秀才”。2024年，“山旺大樱桃”成
功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在全省樱桃大
赛中获得金奖2个、优质奖3个。一颗颗“红果果”变
成“金果果”，樱桃产业成为了当地农民收入的重要
来源之一。
　　山旺镇是当地大棚樱桃主产区，也是当地升级打
造大樱桃百亿级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聚焦打造山区
乡村振兴新样板目标，临朐充分发挥地域和产业优
势，坚持科技赋能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理念，强龙头、
补链条、兴业态、树品牌，支持大樱桃等优质隐藏
“土特产”做大做强。致力于樱桃产业提质增效，当
地累计投入扶持资金4亿元，在基础设施、市场建
设、品牌打造、特色保险等方面加大投入，建设集中
连片、优势突出、设施完善、管理规范的大樱桃生产
示范区，同时，通过举办网红培训、开设直播基地、
开展主播与供应链对接等活动，形成“基地+仓储配
送”“网红机构+产业集群”“基地+龙头企业”等
创新模式，2024年，临朐农村网络零售额达9.5亿元，
临朐县大樱桃产业互联网大数据平台入选全市数字农
业十大典型应用场景。
　　从一颗樱桃到一个产业，再到一条完整产业链，
“樱桃红”让老百姓过上红火好日子，也为乡村振兴
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文/图 本报记者 孙希明

　　曾几何时，两个村庄隔路相望，极少来往，如今
不但有了共同的村名和行政架构，而且在诸多村庄治
理事务中彼此“来电”，逐步结成命运共同体。1月
11日，记者在寿光市羊口镇菜桃新村采访时发现，始
于去年的“跨村联建”，以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正向拉动乡村全面振兴，有力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和
幸福感。
　　菜桃新村由菜央子村和东桃园村组建而成，对于
这次“合体”，菜桃新村党总支委员、东桃园村党支
部书记朱光路感慨道：“拆迁改造前，两个村庄隔着
30多里，2021年两个村庄同时完成改造，搬进了一个
小区，最近的楼仅隔着一条路，但还是你过你的、我
过我的，是‘跨村联建’让我们真正有了一个锅里摸
勺子的感觉。”
　　一个锅里摸勺子的感觉，不是村干部凭空说的，
是一桩桩实事、一幕幕实景衬托出来的。在朱光路的
带领下，记者走进菜桃新村便民服务综合体参观，一
楼有“幸福食堂”，为两个村庄的80岁以上老人提供
午餐和晚餐服务，“四点半学堂”内学习和娱乐设施
齐全，让孩子们开心、家长们放心；位于二楼的“菜
桃新村乡村记忆传承馆”古朴沧桑，一幅幅老照片、
一件件老家什、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先贤名字，勾勒出
两个村庄的古往今来，成为两个村庄群众共同的精神
家园。采访中，朱光路还向记者透露了一条喜讯：在
两个村庄卫生室基础上改建的菜桃新村卫生室刚刚投
入使用，乡亲们享受到了更优质的医疗服务。
　　“以党组织联合为切入点，成立菜桃新村党总
支，找准两个村庄的利益联结点、价值增值点和发展
融合点，让发展失衡、要素分散、资源低效等矛盾得
到缓解，也为党委政府集约集中配套公共服务，降低
行政成本创造了条件。”羊口镇党委工作人员宋丽铭
介绍，镇上升级便民服务综合体服务功能，群众的一
些养老、教育、医保等事宜，足不出村即可搞定，同
时对新村党总支委员统一定岗定责，实施“大事共
议、要事共商、难事共解”议事机制，每月依托“主
题党日”组织两个村的党员共同参加组织生活、开展
志愿服务，通过提升基层党建水平引领“跨村联
建”。
　　两个村党支部和村干部同频共振，带动了普通群
众双向奔赴。“以前虽然在一个小区住，但人员间还
是比较生疏。如今，看到村干部越来越熟悉，我们联
系也频繁起来，一起参加文艺演出，像一家人似
的。”菜央子村的文艺爱好者王成梅说。
  在“幸福食堂”就餐的杨月兰老人亦比较认可：
“食堂不但方便我们两个村庄的老年人吃饭，而且每
天还能凑在一起聊天，可亲了。”
　　“抱团发展就是好，拿‘幸福食堂’来说，我们
村虽然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但老人太少，容易造成浪
费，现在和菜央子村一起开办，大伙皆大欢喜。”朱
光路对“跨村联建”的好处深有体会，他说，在菜桃
新村党总支的组织下，最近两村“两委“成员一起外
出学习康养中心建设，大家心齐劲足，决心把农村养
老事业办得更好，让群众进一步分享到“跨村联建”
带来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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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参观菜桃新村乡村记忆传承馆。

王福端家的大棚里，樱桃已经开始上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