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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寿光市台头镇李王庄村15亩油葵花正盛
开，金黄色的花海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很难想到，这
片油葵花田曾是杂草丛生、垃圾堆积的闲置土地，如
今“变废为宝”。生态化种植不仅让村容村貌焕然一
新，而且走出一条让村民受益的新路子。
　　“这里的油葵花太美了，花的高度适合打卡拍
照，真的很棒！”市民张女士说。油葵花田吸引了众
多市民前来欣赏、打卡拍照，同时也成为村民茶余饭
后的休闲场地。
  “自从村里种上了成片的油葵花，空气变好了，
真没想到，这些闲置的地块能让村里变化这么大。”
村民们感慨道。
　　“这种油葵和普通向日葵不同，它是一种主要用
于榨油的作物，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每天都会有新变
化，花盘将由奶油黄渐渐转为棕黑色，花盘上的葵花
籽也会逐渐成熟，7月份就能收获了。”村民介绍。
　　据悉，李王庄村适合规模化种植的连片地块比较
少，多年来，村里沟渠路边、废弃场院等边角地长期
闲置，而且杂草丛生、垃圾堆积，既影响村容村貌，

又浪费土地资源。今年，村“两委”决定把这些闲置
土地利用起来，发展特色种植，经过多次实地摸排与
科学规划，决定因地制宜，选择耐旱、管理相对粗
放，且兼具经济与观赏价值的油葵进行种植，从房前
屋后、沟渠路边、废弃场院等长期闲置的土地中整合
出15亩零散地块。村干部以及村里的志愿者全部参与
到种植油葵的行列中，并细心对其进行管理。如今，
15亩油葵生机勃勃，大大提升村庄的人居环境质量和
整体风貌。
　　李王庄村党支部书记张春元介绍，油葵全身都是
宝，花盘榨油，秸秆还能卖给养殖户，油葵种植过程
中无需大规模翻耕或施用化肥，非常契合绿色发展理
念。今年油葵丰收后，通过加工销售葵花籽油及副产
品，扣除种植、管护、加工成本，共计能收入约5万
元，这些将全部作为福利发给村民。根据这次油葵种
植成功的经验，下一步，他们将继续因地制宜，推广
这种利用边角地发展特色种植的模式，在村里种植大
豆等经济作物，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活力，为村民带
来更加富裕美好的生活。

  安丘市大汶河旅游发展中心新伟家庭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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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田变花海 油葵花开有风景有“钱景”
□文/图 本报记者 刘晓梅 通讯员 刘忠

  夜幕初垂，晚风裹挟着泥土的芬芳拂过安丘市大
汶河旅游发展中心新伟家庭农场，养殖户刘红军推开
鸽舍大门，开始捡拾鸽子蛋。在这里，五个标准化养
殖棚依次排开，每个棚内养殖着5000只鸽子。
　　近日，记者走进鸽棚，只见上下四层鸽笼整齐排
列，每对鸽子都拥有独立的“房间”。听到声响，鸽
子们四处张望，“咕咕”的叫声此起彼伏，显得“精
气神”十足。一枚枚新鲜产出的鸽子蛋泛着光泽，排
列在鸽笼的外侧，十分惹人喜爱。刘红军小心翼翼地
将鸽子蛋捡拾装箱，次日清晨，这些鸽子蛋将被送进
潍坊市区的商超以及青岛、烟台等地。
　　“你看，这些高产鸽的产蛋记录卡都快写不下
了。”刘红军指着几张挂在鸽笼外的记录卡对记者
说。记录卡上，密密麻麻的数字记载着种鸽的产蛋周
期。刘红军从事鸽子养殖已经三年，在他的精准管理

下，鸽子产蛋率较高，效益不错。
　　近年来，鸽子蛋凭借较高的营养价值获得消费者
青睐，成为市场的“宠儿”。一枚枚洁白的鸽子蛋，
既为消费者带去舌尖上的美好体验，也鼓起了养殖户
的“钱袋子”。
　　在鸽子养殖区西侧，是7座钢结构大棚。新伟家
庭农场负责人、大朱聊村党支部书记张新伟介绍，他
们准备在刚建成的7个大棚里种植大豆，用鸽子粪配
制有机肥，等大豆生长到一定程度，就在上面撒上豆
蛾，养殖市场前景很好的豆虫。
　　“‘鸽子——— 大豆——— 豆虫’的种养循环，既减
少了环境污染，又能降低肥料投入成本，实现种养之间
的良性互动，形成生态循环的种养格局。”张新伟说。
　　从传统养殖到生态循环，新伟家庭农场用实践书
写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绿色传奇。

□文/图 本报记者 王玉芳 通讯员 聂晓东 赵秀丽

□文/图 本报记者 李洪明
  诸城市桃园生态经济发展区东王家夼社区地处丘
陵地带，土地多为山岭薄地。近年来，围绕诸城市
“股份合作三步曲”要求，通过党组织引领合作社，
社区大力发展苹果、丹参、蜜薯、花生等特色种植产
业，建设电商直播基地，推动农产品走出去，走出了
一条富民兴村的好路子。
  近日，记者在东王家夼社区刘家夼网格领办的合
作社苹果种植基地看到，成排的纺锤密植果树生长旺
盛，一个个乒乓球大小的苹果挂满枝头，农民忙着给
苹果套袋，水肥一体化设施正在浇水施肥。“没想到
在山岭地上能长出这么好的苹果，更没想到在‘家门
口’一天能挣到400多元。”45岁的村民刘焕娥说。
  东王家夼社区党委书记刘纪聚介绍，该网格共种
植苹果树300多亩，今年果树长势良好，根据套袋总
数量估算，今年亩产预估超4000斤，能够实现村集体
年增收20万元以上，社员除获得每户每亩600元保底
收入外，还能获得进园打工的现金收入和二次分红。
 　在东王家夼社区孙家夼网格领办的合作社丹参种
植基地，记者看到一片蓝紫色花海，一棵棵丹参茁壮
成长，成串的花朵在阳光下摇曳。种植基地负责人贾

玉博说，基地共种植丹参300亩，选用优良品种，全
部安装水肥一体化智慧滴灌系统，实行标准化种植。
目前，基地已经与知名中草药公司签订了收购合同，
预估亩收入在6000元以上。
  当天下午，在东王家夼社区东贾家沟合作社蜜薯
种植基地，负责人贾玉山看着绿油油的成片蜜薯，满
脸喜悦。蜜薯选用优良品种“红瑶”，均采用有机种
植，已与日企签订收购合同，亩产在5000公斤左右。
  据了解，贾玉山从商30多年，在北京有电商公
司，配备专业电商直播团队，去年返乡发展农业。他
在东王家夼社区打造了一个电商直播基地，把北京电
商公司的直播带货团队骨干成员调来培训当地的直播
团队。“这里的农产品品质好，想办法实现规模化种
植，依托电商销售出去，带动更多农户发家致富。”
贾玉山说，他还在电商直播基地新上薯条加工设备，
收购周边村民的蜜薯，深加工蜜薯条。
  桃园生态经济发展区充分发挥党建组织优势，发
展在外经商能人回家乡任职农村网格党组织负责人，
聚集资金、技术、市场要素资源和优势，突破山村发
展瓶颈，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让山区群众种出
“金娃娃”。

  诸城市桃园生态经济发展区东王家夼社区

特色种植+电商 山岭薄地种出“金娃娃”

刘红军在棚内查看。

  市民正在油葵花田休闲娱乐。

  贾玉山（右）正在查看蜜薯长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