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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王玉芳 通讯员 吕佳鑫
  瓜王大赛、吃西瓜比拼、西瓜品牌展销……5月
18日，一场别开生面的西瓜展销活动在安丘市凌河街
道李家赤埠村文化广场举行。
　　据悉，早在展销会前，凌河街道就组织种植大
户、农场、合作社等开展“瓜王争霸赛”，根据外观
品相、内在品质、糖度指标，评选出了大瓜组、小瓜
组和综合组的一二三等奖得主。李家赤埠村种植户李
全全培育的特大西瓜重达33.85公斤，成为当之无愧的
“巨无霸”。
　　“前期街道组织我们去青州、昌乐参观学习，看
到人家的西瓜品质好，价格也好，确实增长了见识，
收获很大。下一季我准备早种、多种新品种，带着全
村老少爷们种出更好更甜的西瓜，开创‘甜蜜新赛
道’。”获得“西瓜新品引领先锋”奖的国峰农场负
责人、李家赤埠村党支部书记李国峰说。
　　凌河街道赤埠、红沙沟社区一带，自上世纪90年
代就大量种植西瓜，红沙沟西瓜、寒亭西瓜和昌乐西
瓜在潍坊“三分天下”。面对农产品消费升级的新赛

道，今年，凌河街道强化“生态农场 设施农业”双
轮驱动，全力打造万亩标准化西瓜种植片区。同时，
深化品种改良，聘请北京大学现代农业研究院团队进
行指导，助推种植品种从“甜王”等传统大瓜向“冰
糖籽”“糖丸”等高端小瓜转变。李家赤埠村、东纪
庄村、簸箕掌村等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等方式，建
设西瓜新品种植示范基地；国峰农场、凌红瓜果合作
社等示范主体打造“沙里红”等特色品牌，把“小时
候的老味道”推向了北京等高端市场，亩效益翻番。
　　夏意初浓、瓜香四溢。“吃西瓜大赛”作为西瓜
展销活动的重头戏，上演着一轮轮“舌尖上的速度与
激情”。台上吃瓜比拼，台下各参展种植户、合作社
也都摆出了自家的西瓜，切开让现场群众随意品尝。
　　“我们举办了这次西瓜展销活动，以瓜为媒，广
邀四海宾朋，共享发展机遇。希望广大种植户积极参
与到生态农业建设中，引育新品、扩大规模，让‘红
沙沟生态西瓜’等特色精品瓜香飘万里，让百姓的钱
袋子更鼓！”凌河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李
恩源介绍。

  安丘市凌河街道

浓浓瓜香里飘出发展新底气

  寿光化龙镇务本村

“小人参”托起乡村振兴梦想
□文/图 本报记者 孙希明 通讯员 肖晴
  从5月份开始，寿光化龙镇的首茬胡萝卜陆续上
市。受益于长期以来积淀的产业优势和市场影响力，
以及敢为人先的创新理念，被誉为“小人参”的胡萝
卜，开启增收模式，助力乡村振兴梦想照进现实。
　　化龙镇务本村是有名的胡萝卜种植加工专业村，
吸引了村内外一批青年才俊前来创业，当地集种植和
加工出口于一体的企业近十家。5月16日，在寿光市
正宏蔬菜有限公司自动化清洗车间，记者看到，一车
车浑身沾满泥土的胡萝卜进入流水线，几分钟清洗完
毕后被输送至加工车间，工人根据外观品质、个头大
小等进行筛选，装进不同的纸箱，拉进恒温库短暂储
存后再装车外运。“我们现在每天加工清洗100多吨
胡萝卜，一部分通过港口发往国外市场，主要出口日
本、韩国及东南亚、中东国家。”该公司负责人郑宁
宁说，“除了本地种植，我们许多企业或种植大户还
到全国各地租赁土地种胡萝卜，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标
准化生产体系，无论产量、质量还是出口量都在全国
名列前茅，化龙镇为此赢得了‘中国胡萝卜第一镇’
的美誉。”为走高端路线，公司改良品种，农药化肥

采用大品牌，实现零农残或低农残，亩产从4000多公
斤增长到7000多公斤。
　　务本村党支部书记孙永志也有自己的加工出口企
业，他牵头成立胡萝卜专业合作社，吸引本村100多户
加入。据孙永志介绍，自5月初开始，本地首茬胡萝卜
50多天就能完成上市，再过一段时间，他们要去国内其
他地方的种植基地采收，一年到头极少有空闲。
　 传统的胡萝卜个头大、成色足，随着品种改良，
今年又出现了新品种“拇指胡萝卜”。化龙镇鲍家村
种植大户李良山告诉记者：“‘拇指胡萝卜’脆甜多
汁、产量高，属于‘即食型水果’，上市后很受欢
迎，已经打进了国内外商超的精品果蔬区，价格比传
统胡萝卜高很多。我种了100多亩‘拇指胡萝卜’，
与大客户签订长期协议，实行‘订单回收’。”
　　“不管是在本地还是在外地种植，胡萝卜成熟后
基本要运回这里进行初加工或深加工，由此提供了大
量的就业岗位。”在正宏蔬菜有限公司上班的张红梅
告诉记者，“我常年在这里上班，家是务本村的，一
天工资200多元，村里上年纪的富余劳动力提个马扎
到地里干零工，一天也能挣200元，村里没闲人！”

  李家赤埠村种植户李全全（右）抱起
自己培育的大西瓜。

工人将胡萝卜分拣装箱。

  青州市庙子镇上张村

山上小村庄变身红色研学基地
□文/图 本报记者 李洪明
　　5月18日上午，记者沿着崎岖的山路，来到四面
环山的青州市庙子镇上张村看到，一排排石头房子错
落有致，在沿河道蜿蜒、贯通南北的中心大街上，
“寻找英雄足迹，汲取奋斗力量”的标语格外显眼，
墙壁上绘有与该村密切相关的红色人物和革命故事，
一幅幅绘画生动形象。
  据了解，潍坊市教育局驻青州市庙子镇上张村第
一书记赵徽，深入挖掘整理上张村红色资源，建起千
米红色文化长廊，打造红色研学教育基地，带着学生
们拍起红色故事情景剧，以文化振兴推动乡村振兴。
　　除此之外，上张村党支部书记王佩翠还介绍，赵
徽自2023年10月担任驻村第一书记以来，积极参与村
庄治理，不但争取资金为村里维修加固了5个能够容
纳1000立方米山泉水的水囤，而且为村庄安装了1000
米河道护栏，消除了多年的安全隐患。他策划实施的
“红色文化课程开发与实施”工程，让广大村民和在
外工作人员深受鼓舞广为赞誉。

　　赵徽想方设法搜集有关史料，整理出20万字的上
张村系列红色资料，联系爱心人士印刷了3000册《上
张村红色研学课程读本》和《上张村红色研学手
册》，举办公益红色文创展活动，绘制起千米红色文
化长廊，组织开展10多批次研学活动，带领学生编排
红色故事情景剧。
　　“我们在村里生活了几十年，对村里的红色故
事、英雄和名人了解得也不多，多亏赵徽书记挖掘整
理，让村里人自豪，对子孙后代也有教育意义。”村
民牛炳奎说。
　　记者采访时，恰逢两名来自潍坊市区的学校负责
人慕名前来对接研学事宜。赵徽绘声绘色地讲起上张
村的红色故事，现场播放了师生自编自导自演的红色
故事情景剧。
　　“漫步上张村，小桥流水潺潺，古井古树随处可
见，仰望山间层层梯田，景色宜人蔚为壮观，上张村
具有独特的自然环境资源和感人肺腑的红色故事，是
一处值得开发的红色研学教育基地。”赵徽说。赵徽介绍红色人物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