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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田镇共富产业园：

科技为笔产业为墨 绘就乡村共富长卷

■首席记者 郑小菲

近日，记者在石马路新华书店看
到，新华自习室以其独特的文化氛围
与舒适环境，成为市民学习“新宠”。

走进自习室，映入眼帘的是摆放
整齐的桌椅，每个座位都配备了充电
接口和专属台灯，方便又贴心。室内
装修简约大气，暖色调的灯光营造出
宁静温馨的学习氛围。自习室的分区
也十分合理，有适合沉浸式学习的独
立单间，也有方便交流讨论的开放区
域。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学生和上
班族正专注于手中的书籍、资料。

“我最近在准备职业资格考试，
这里安静舒适，学习氛围特别好，比
在家效率高多了。”一位正在备考的

“上班族”小刘说，新华自习室的出
现，不仅为市民提供了一个优质的学
习场所，也在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中打
造了一方“静”空间，让知识的力量
在这里不断传递。

走进产业园一期核心区，123
座银白色大棚整齐排列。“现在种
100 亩地，和过去种 10 亩一样省
心！”瓜农任树德指着自家5个高标
准大棚感慨地说。记者在棚内看
到，自动卷帘机根据光照调节棚
温，水肥一体机精准滴灌，防风机
实时监测空气流通，大棚管理轻松
又高效。“过去凌晨四点就要起来拉
草帘，现在手机点一点就能操控。”
智能化设备让这位老瓜农管理起5
个大棚来省力又省心。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西稻田
村和周边几个村庄，虽以蔬菜种植
闻名，以前却因土地分散、设施落
后、产销脱节等拖慢了发展步伐。

“过去各家各户种的大棚，面积小，
产量低，果蔬品质参差不齐，很难
卖上价。”西稻田村党支部副书记李
培亮坦言。

如何打破传统农业“小散弱”
困局？稻田镇将目光投向了现代农
业园区建设。

2024年，稻田镇启动联建村土
地整合工程，将西稻田村、张家营
前村、张家营后村、李家营村4个
村的零散地块集中流转，投资1.5亿
元，盘活联建村低效土地资源，打
造了占地3000亩的集种植、加工、
展销于一体的共富产业园。同时，
园区采用“新村党总支+共富公司+
联建村党支部+农户”四级联动模

式，统一提供技术、管理与销售保
障。

如今，在任树德的大棚里，首
批定植的12000株博洋72甜瓜已进
入采收期。这种皮薄肉脆的新品
种，糖度达15%以上，市场价稳定
在每斤 8 至 9 元。“单次采收 2 万
斤，收入非常可观。”他高兴地说。
据了解，共富产业园实行规模化经
营、标准化管理、品牌化运作，村
民负责种植管理，园区统一服务，
产品质量、销路等都有了保障，村
民们真正实现了“共同富裕”。数据
显示，园区自投入使用以来，种植
效益提升30%以上，户均增收3万
元左右。

近日，齐鲁现代教育研究院
寿光校区联合寿光市市立医院组
织开展了“护航生命，‘救’在
身边”线下研学活动。活动中，
医护人员结合日常生活和突发事
件，讲解了急救基础知识及心肺
复苏术、海姆立克急救法等应急
处理方式，同时让学生现场参与
急救措施操作练习，增强对意外
伤害的防范意识，进一步提高自
救和他救能力。

■记者 侯增梅

营里一中：

牢筑法治防线
绽放青春华彩
■通讯员 朱明英

本报讯 日前，营里一中举办了
“加强自我保护，活出青春精彩”法
治活动，强化校园法治建设，提升
学生法律素养，共同营造平安校园
环境。

活动由寿光市人民检察院工作人
员张丽主讲。讲课中，她提醒广大学
生：吸烟饮酒、沉迷网络、打牌赌博
等不良行为是滋生犯罪的“温床”，
大家应严守法规、公德底线，自尊自
律，同时加强法治学习，主动远离不
良行为。

“此次活动中，学生们收获满
满，法治观念与自我保护意识大大
增强。”学校相关负责人表示，下
步，学校将紧紧围绕校园法治建设
工作，开展形式多样的法治宣传教
育，切实提高学生学法、懂法、用
法、守法意识，助推法治校园建设
工作走深走实。

菜农查看棚内甜瓜长势。

■记者 孙欣

阳春四月，稻田镇
西稻田共富产业园内一
片繁忙景象。在多个高
标准果蔬大棚里，博洋
72甜瓜挂满藤蔓，瓜农
们娴熟地采摘、打包，
准备发往全国各地，脸
上洋溢着丰收的笑容。
作为稻田镇首个以“共
同富裕”为核心的现代
化农业园区，共富产业
园自启用以来，实现了
从“低效土地”到“致
富田园”的蝶变。

新华自习室
城市“静”空间

护航生命“救”在身边

共富产业园建成后，吸引了很
多在外村民进驻创业，成为又一批
新农人。

西稻田村“85”后村民李猛是
“棚二代”，在外工作多年。“这几
年，看着老家菜农的收入越来越
高，我直接辞掉工作回村种棚。”李
猛说，最初，他在村里种着两个老
式蔬菜大棚，虽说收入比上班强，
但因为空间不够、设施老旧等原
因，许多新设施、新技术难以在旧
大棚内采用，而且，旧棚的采光、
保温等条件也有限，管理起来耗工
费力，效果很不理想。更让李猛心
急的是，与高标准蔬菜大棚相比，
老旧大棚种植黄瓜、西红柿等传统

蔬菜的产量低和品质不高，影响整
体收入。共富园区建设时，他一口
气包了两个高标准蔬菜大棚。

跟李猛一样，村里的“新农
人”杨洪磊、董永峰也都有着在外
工作的经历，在共富产业园建好
后，大家纷纷返乡，立志在大棚里
一展抱负。

“目前，占地 1000 亩、规划
123个高标准大棚的产业园一期已
经建设完成，部分投入使用；配套
建设的办公区主体建成，合作社展
厅正在施工；蔬菜分拣中心很快动
工，预计下半年正式投用。”李培亮
表示，共富产业园预计年产量2500
吨、年产值3000万元，可为村集体

增收80余万元。
“共富产业园采用‘新村党总

支+共富公司+联建村党支部+农
户’的农业产业模式运作。同时，
链接上游海而思智慧育苗、下游预
制菜精深加工，搭建‘一二三产’
融合发展新载体，构建起从智慧育
苗、品质种植到预制加工、展览交
流的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李培亮表
示。

夕阳西下，满载甜瓜的货车驶
向四方城市，一个个高标准蔬菜大
棚内的补光灯次第亮起。在这片曾
经普通的农田上，人们正以科技为
笔、产业为墨，绘就出新时代乡村
振兴的共富长卷。

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共富”

新农人返乡创业，成为“乡村共富合伙人”

菜农用手机操控大棚设备。 甜瓜挂满枝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