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一直对艺术创作有着浓厚的兴趣，当我
看到有人在葫芦上烙画时，便想尝试一下。”张淑
勇从2010年开始接触烙画葫芦，并把其当做自
己的业余爱好。走进张淑勇的烙画葫芦工作室，
仿佛置身于“葫芦的海洋”。大小不一、色彩艳丽
的烙画葫芦上有的画着表情自然、神态各异的人
物，有的画着十二生肖，还有的画着牡丹图和山
水图，让人十分惊叹。张淑勇告诉记者，烙画需
要先用笔勾勒出线条，再用烙铁作画，烙的时候
要控制烙铁温度，温度过高会糊，一旦失误便无
法修改。

起初他的烙画之路并不顺利，烙出来与他
人差距太大，但经过不断琢磨，反复尝试，手法
也越来越好。在对烙画葫芦愈发感兴趣后，张

淑勇开始自己种植葫芦。而葫芦的生长管理十
分复杂困难，成熟后要及时打皮晒干，为往后的
烙画打好基础。

说到研究烙画葫芦的初衷，张淑勇表示，一切
都是因为热爱，未来也肯定会做下去。不仅如此，
作为村党支部书记的张淑勇还经常在村里文化大
院举办烙画葫芦大讲堂，免费帮助村民学习烙画
技术，参与葫芦种植管理，带动他们共同致富。

把烙画葫芦推向市场，把传统文化做成新
兴产业是张淑勇最大的愿望。他告诉记者，作
为一名烙画葫芦手艺人，不仅要努力把烙画葫
芦这门艺术传承下去，还要带动更多的人一起
学习烙画葫芦艺术，实现共同富裕，为乡村振兴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春暖花开，记者沿着鱼台县老砦镇许楼
村的乡间小路一路向北到达微山湖畔、复新
河边，这里是老砦镇最北边的田地，乡亲们称
之为“北湖地”。1500亩土地集中连片，田间
种满了“鄂莲6号”莲藕，十几名工人正在用
高压水泵冲洗采摘，一辆装满鲜藕的卡车准
备驶往济南。

“北湖地”紧邻复新河，这里芦苇丛生、坑
洼不平。2021年村党支部换届后，村民向新
任村党支部书记王邦学反映“北湖地”问题，
王邦学暗下决心一定要将闲置土地盘活利用
起来。

当年11月，正想扩大生产规模的徐佰海
接到了许楼村抛来的橄榄枝。徐佰海有着13
年的莲藕、龙虾种养殖经验。他实地查看后，
发现这里土层深厚、水源丰富，是莲藕、龙虾
种养殖的绝佳之地，当即决定与许楼村达成
合作。由村委会牵头与徐佰海谈判，并与每
家每户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每亩地承包费
高达1000元。

由于土地坑洼不平，无法直接使用，徐佰
海对坑洼地进行了适合藕虾共作的修补平
整，再加上购买藕种、化肥、人工等费用，先期
投资达600余万元。“第一年投资相对高一
些，到了第二年不用买藕种，利润就上来了。”
徐佰海充满信心，“亩产莲藕3000斤以上，
1500亩毛利润达到450万元，加上藕虾共作，
年毛利润在600万元以上不成问题。”

“本着‘宜种则种’‘宜养则养’的原则，村
里还有200亩低产田和荒芜田准备改种荷
藕，探索发展‘藕虾共作’特色产业养殖，不断
提高村民和集体的收入。”王邦学说。

（本报记者 万德龙 通讯员 谢劼）

日前，国家邮政管理局公布了117个2022年
快递服务现代农业金牌项目，“金乡大蒜”榜上有
名，这是“金乡大蒜”连续第4年荣获此项荣誉。

2022年，金乡县政府积极推广“寄递+电商+
农特产品+农户”模式，满足金乡大蒜、圆葱、辣椒、
金谷等农产品线上销售寄递需求，构建从产地到餐
桌的绿色、便捷、高效农产品供销寄递产业链，拉动
乡村经济产业振兴。该县通过下发《关于加快全县
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的实施方案》，补齐农村寄
递物流基础设施短板，打造“快递进村”金乡样板，
大力培育“快递+”金牌项目，指导沟通快递企业与
电商企业快速无缝对接，确保农产品以最快速度完
成上行服务。目前，该县已建成县级分拨中心2
处，镇级快递集散中心13处，全县村级快递网点
394个，80个村级快递便民服务示范站点。

近年来，随着线上直播、网店销售，电商直播等

销售模式快速发展，“金乡大蒜”线上销量和快递业
务量逐年递增。在金乡县，中通、圆通、申通等5家
快递企业联盟发展，共建智能分拣中心，节约运营
成本。

“快递进村”与电商产业的加速融合发展，进一
步提高了大蒜产品销售价格，带动一批农村劳动力
就业创业，吸引农户全职或兼职参与快递电商融合
网点的分拣、包装、装卸及运输工作。“2022年全县
快递业务总量6414余万件，农产品累计上行寄递
量3515余万件，网销日均峰值达20余万件，大蒜
上行3009余万件。”金乡县邮政管理局局长吴媛媛
告诉记者，这两年，金乡辣椒、圆葱、金谷等农产品
网销也在逐年递增，这得益于农村寄递物流体系的
建设发展，更得益于快递电商的融合发展。一个

“快递+农业”金牌项目，就是一把打开农民增收、
农业增效、实现乡村振兴之门的“金钥匙”。

近日，记者走进汶上县刘楼镇小坝口村，
一幅幅以“党建引领，促进乡村振兴”“奋进新
征程，建功新时代”为主题的宣传标语和墙体
彩绘映入眼帘。

小坝口村韵珂书画社对面原本是110平
方米的寡淡白墙，如今摇身一变成为一个传
播文明的路径窗口，一幅幅“文明墙画”传递
时事、振奋人心。文化墙与刘楼镇韵珂书画
社遥相呼应，展现着刘楼镇独特的书画文化，
成为书香刘楼的“代言人”。“绘制党建文化
墙，让墙壁传递正能量，是小坝口村提升群众
生活品质、营造文明和谐氛围、树立文明生活
新风尚、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要求。”小坝口村党支部书记徐磊说。

（本报记者 杨柳 通讯员 王静）

3月17日，济宁市2022年“汇济社彩”社
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公益项目大赛现场评审
活动在市社会组织公益园举行。

本次“汇济社彩”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
公益项目大赛是对国家和省、市关于动员引导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工作要求的积极回应，
也是促进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本
次大赛设立产业发展、文化建设、人才培育、生
态保护及社会治理五个类别，有效发挥社会组
织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方面
的积极作用。现场公开评审出20个创新性强、
社会效益好、可复制推广的公益项目予以资金
支持，以奖代补形式支持社会组织发展。

（本报记者 苏茜茜 通讯员 郑祥）

助力乡村振兴

社会组织显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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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芦为纸 烙铁为笔

葫芦上展现乡村振兴新风景

“金乡大蒜”获2022年快递服务现代农业金牌项目

快递电商融合发展激活产业新动能
本报记者 苏茜茜 通讯员 姜海云 王敬安

本报记者 杨柳 通讯员 田文文

葫芦，谐音“福禄”，象征吉祥幸福。而以葫芦为纸、烙铁为笔，把绘画、雕刻
等技艺巧妙地融汇在一起，就成了一门令人称奇的艺术——烙画葫芦。来自汶
上县郭楼镇辛庄村55岁的张淑勇就是一位烙画葫芦手艺人。

闲置土地盘活利用

发展“藕虾共作”特色养殖

党建文化墙绘出正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