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月 16 日是第 46 个
“世界粮食日”，滨州市阳信
县水落坡镇中学组织学生，
走进刘古良村石磨坊、膳食
坊等十二工坊，让学生近距
离感受农事，了解农耕，从小
养成爱粮、惜粮、节粮的好习
惯。图为 10 月 15 日，阳信
县水落坡镇中学的学生在体
验磨盘劳作。
    晚报记者 郭志华 
    通 讯 员 霍向锋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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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王  健 毕延中
  通 讯 员 孙梦婷       

晚报讯 金秋时节，邹平
市孙镇霍坡村 40 多亩菊花进
入盛花期。记者走进这个菊
花种植基地，阵阵花香扑面而
来。竞相开放的菊花长势喜
人，美不胜收。百余名村民拎
着篮子、带着筐子，穿梭在盛
开的花丛中，娴熟地采收菊
花，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丰收
的喜悦。

“今年菊花长势很好，我
们趁着天气好抓紧抢收。我
一个人一天能赚 100 块钱左
右，在家门口就能赚钱，大家
也干得有劲。”霍坡村村民张
素美边摘菊花边说道。菊花
种植基地负责人霍龙介绍，现
在田间每天都有100多人忙着

采收菊花，每天可采摘 200-
300 斤。村民们多劳多得，大

家积极性很高。今年是霍坡
村种植菊花的第二年。仅去

年一年，烘干后菊花亩产达
300公斤，带动了100余名村民

在家门口稳定就业增收。
“菊花作为我们村‘一村

一品’的特色产业，给本村和
周边村民提供了家门口务工
的机会，更好地帮助了村民增
收。下一步，我们将立足发展
菊花产业，扩大种植规模，加
强田间管护，进一步拓宽市场
销路，真正把菊花做成富民产
业，让村民的日子越来越好。”
霍坡村党支部书记王璀说道。

近年来，孙镇把发展“一
村一品”作为调整农业产业结
构、培育农业特色产业、壮大
规模农业的重要手段，着力为
不同村庄打造市场潜力大、区
域特色明显的主导产品和产
业。通过挖资源、创品牌、拓
渠道，有效扩大了特色产业覆
盖面，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
能。

□通讯员 王 鹏

    晚报惠民讯 10月14日，在惠民县
皂户李镇秸秆机械深耕及精细化还田
打箔路村推广示范田，种植户抢抓有利
时机，开展秋耕秋种工作，添加完尿素
的秸秆腐熟剂被均匀的撒在田地里，轰
隆隆的农机随即开展深耕旋耕作业，将
腐熟剂与粉粹的玉米秸秆一同翻入地
下，加速玉米秸秆的腐熟分解。

玉米秸秆腐熟还田+深耕技术是对
传统秸秆还田的改进，通过喷撒腐熟
剂，利用生物发酵技术加快玉米秸秆的
腐熟分解，以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培
肥地力，补充和平衡土壤养分、改良土
壤。俗话说“耕深加一寸，粮食堆满
囤”。土地深耕深翻，可以破碎土壤中
的板结层，改善土壤结构，增强作物抗
倒伏能力，起到保湿、耐旱的作用，还有
效缓解玉米连作秸秆还田量大压力。
秸秆机械深耕及精细化还田技术对于
提高资源利用率和耕地利用效率、实现
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
年来，皂户李镇始终坚持“藏粮于地、藏
粮于技”战略，积极推广良种良法，加强
粮油单产提升、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
植、水肥一体化等节能增产技术的推广
实施。在推广中，一方面加强宣传种植
理论和政策，引导规模种植主体进行新
模式、新技术的尝试，另一方面发放明
白纸、组织现场观摩等方式开展各种形
式的农技指导服务，适时有效解决了种
植户的遇到的技术问题。

接下来，皂户李镇继续组织农技人
员加强对镇域内农业生产的指导，积极
引导农户做好秋冬田间管理，将工作前
移到生产一线，将农技服务下沉到田间
地头，为来年粮食丰产打下坚实基础。

□通讯员 张 舒 张桂芹 

晚报无棣讯 金秋时
节，无棣县西小王镇王管
庄村的红薯迎来丰收，一
串串色泽诱人的红薯在机
械挖掘下破土而出，堆满
田垄。

村民们正忙着除蔓、
捡拾、装箱，忙碌的身影与
丰收的喜悦交织成一幅动
人画卷。“今年王管（庄）村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种植
地瓜20余亩，今年产量也
挺高，预估在 10 万斤左

右，带来15万元左右的增
收。今年种植两个品种，
一个是西瓜红，一个是白
哈蜜。目前看来质量好、
产量高，红薯收完以后再
接着种一茬中药材红花，
给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再增加一份收入。”无棣县
西小王镇王管庄村党支部
书记孙寿泉告诉记者。

为拓宽销售渠道，王
管庄村党支部早预判、早
谋划，积极联系了市场上
的菜店、商超等，进行多方
位宣传，线上通过微信群

进行销售，送货上门，扩大
红薯销路。不仅推动了村
集体经济发展，还改善了
村民生活质量和村里的基
础设施。

“同意的举手，好，全
票通过！”村民代表通过举
手表决来决定收入的用
途，越来越多的村民也积
极支持这项特色产业。

近年来，无棣县西小
王镇积极推动农产品向规
模化、产业化发展，因地制
宜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大
力发展特色种植业。通过

种植红薯、红花、棉花等特
色产业，促进了农业增效，
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带
动了农村经济多元化发
展。“发展特色产业是实现
高质量发展、农民快速增
收的有力抓手。接下来，
我们将继续探索和培育适
合我镇发展的特色产业，
种植多元特色农产品，为
农民增收致富、实现乡村
振兴贡献更大力量。”西小
王镇组织委员邓金龙表
示。

邹平孙镇霍坡村：

菊花飘香采收忙 村民增收产业旺

无棣：红薯丰收点亮村集体经济发展路
惠民皂户李镇：

秸秆腐熟还田+深耕
农田“舒筋活血”促增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