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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邹城市太平镇，一幅特色农业产业兴旺、乡村
振兴蓬勃发展的画卷正徐徐展开。近年来，太平镇充
分发挥国家农业产业强镇的示范作用，以产业振兴为
支撑，以和美乡村建设为抓手，按照“一区三带六产
业”的发展思路，持续壮大食用菌、珍珠养殖、生态莲
藕、有机蔬菜等特色产业发展，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
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绘就了强村富民的新画卷。

食用菌产业撑起“致富伞”。在太平镇，食用菌产
业一直是推动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和强力引擎。利
用传统的食用菌种植优势和塌陷区治理后的土地，太
平镇通过完善配套建设，优化资源配置，创新经营模
式，构建了从研发、制种、智能工厂化生产到加工、销
售于一体的产业链条。

高标准打造了农产品加工及珍稀食用菌生产示
范基地、智能恒温珍稀食用菌生产示范基地和电商物
流基地三大食用菌生产示范基地，通过建立“基地+农
户+合作社+公司”的销售模式，打破了传统农产品的
流通方式，使公司、农户和市场无缝对接，拓宽了食用
菌市场销路。同时，注重提升产品创新力竞争力，深
化与中国工程院、山东农业大学、山东省农科院等科
研院校合作，持续改进生产工艺、培育名优品种。高
标准建设的60座食用菌智能温控种植大棚，不仅大幅
降低了用工量，更是将效率提升到了新的高度，比传
统模式提高了约40倍。截至目前，太平镇食用菌种植
面积已达300万平方米，建成智能菇房23万平方米、
珍稀食用菌养菌室3000平方米，年产值达10亿元，吸
纳了周边村庄近4000人就业。

2023年，太平镇上榜首批国家农业产业强镇（食
用菌），利马菌业被认定为山东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常生源生物、友和生物科技入选山东省“万企兴万村”
行动典型。太平镇的食用菌产业，在现代化、智能化、
标准化的道路上不断迈出新的步伐。

生态莲藕敲开幸福门。太平镇皇甫新村依托邻
近泗河、地势平坦、水源充足的自然优势，以“荷合为
美”为主题美化乡村环境，以莲藕种植为突破口，因地
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打造了一片占
地200余亩的生态莲藕种植基地。

为扭转以往集体经济薄弱的被动局面，2017年皇
甫新村紧盯特色产业发展，积极争取扶持资金，成立
莲藕种植合作社。通过学习先进经验和邀请专家指
导，莲藕种植技术不断完善，产量效益持续向好。
2023年，太平九孔藕代表邹城市参加中国（曲阜）国际
孔子文化节农产品展销，生态莲藕品牌效应持续释
放。为提升产品附加值、延长产业链，皇甫新村积极
研发创新，成功推出了独具特色的莲藕辣椒酱，一经
上市便广受好评，极大地提升了莲藕产品的市场竞争
力，打响了“九孔莲藕辣椒酱”特色农业品牌。

这片绿意盎然的种植基地，年产量高达70余万
斤，销售收入达120余万元，带动了村庄60余人就
业。皇甫新村生态莲藕产业的发展，不仅丰富了农产
品市场供应，更是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莲藕致富
路，成为了太平镇农业产业转型升级的亮丽名片。

蔬菜种植激活新引擎。眼下正值“冬闲”时期，而
在太平镇孙坡村，冬闲变冬忙，300多亩水果萝卜喜迎
丰收，绘就致富好“丰”景。

近年来，太平镇孙坡村积极践行乡村振兴战略，
将发展村集体经济作为强党建、促振兴的关键环节，
推动党建与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紧密结合，促进村级
集体经济枝繁叶茂。村集体通过流转600余亩土地建
立了蔬菜种植基地，主要种植萝卜、大葱、芹菜等十余
种蔬菜。同时，基地按照“一户带一村、一村带一片”的
理念以及“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吸
纳本地村民100余人就业，预计年销售额630多万元、
村集体增收60多万元，实现了集体经济增收与群众致
富的“同频共振”。“以前人闲地也闲，现在土地利用起
来种植蔬菜后，不仅有分红，还能在家门口就找到事
做，真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孙坡村村民纷纷表示。

淬炼底色，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产业振兴是乡
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实践证明，太平镇通过党建引
领、产业带动、科技支撑等举措，有效激发了乡村振
兴内生活力，进一步促进了农民增收致富。未来，太
平镇将持续聚焦农业产业发展，精准施策，在打造乡
村振兴示范区中走在前，集中各方力量共赴“镇”兴
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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