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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济宁 报

眼下，曲阜尼山镇彭庄村百亩樱桃迎来了丰收采
摘季，一颗颗晶莹剔透的樱桃不仅染红了乡野，也铺
就出乡村振兴的“甜蜜路”。

走进彭庄村樱桃种植基地，成片的樱桃树枝头挂
满玛瑙般的红果，在阳光下闪烁着诱人的光泽。工人
们正小心翼翼地将新鲜采摘的樱桃装入礼盒，不久
后，这些果实就将打包发往全国各地。

“我们的樱桃园始终坚持绿色防护，已经连续四
年获得国家绿色农产品认证。得益于专家指导和科
学管护，今年的果实颜值高、硬度佳，甜度和品质对比
往年均有所提高，平均亩产能达到1500多斤。”曲阜红
樱种植有限公司经理张亚缔说。

据了解，该种植基地种植面积达200亩，品种包含
美早、布鲁克斯、俄罗斯8号等多个早、中、晚熟优质
品种，供应期能达到20天至25天左右，不仅丰富了
市场供应，还拉动了附近村民的就业。在樱桃管理、
采摘的繁忙时期，每天能吸纳周边110余名村民就
业，让当地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近年来，尼山镇立足当地资源优势，把产业振
兴作为助推乡村振兴的主要抓手，积极探索农旅融

合发展新路径，彭庄村凭借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
大面积种植樱桃、香梨、石榴等精品水果，以特色
产业为引擎，为当地村民铺就了一条增收致富的
道路。

2024年，韩家铺村集体借助曲阜市“三清三增”行
动，盘活120亩低效用地，与玄鸟公司合作建成现代化
养殖工厂。

曾经闲置的河滩地，如今矗立着4座现代化养殖大
棚，设置高密度路基养殖圆桶80个，年产成鱼60万
斤。目前，该项目已带动本村30余人就业，人均年增收
3万元，村集体年收入增收近30万元。预计2号、3号棚
投产后，年产量将新增30万斤，带动周边村民就业50
余人。“每天骑电动车5分钟就能到基地。都是些投喂、
巡检的简单活儿，每月有工资，年底还有村集体分红。”
村民尹效敏说。

“养殖基地东侧，可以开‘活鱼宴’农家乐，游客既能

体验智慧捕鱼，又能品尝现捞现烹的‘鲈鱼三吃’；西
侧的垂钓园正在平整土地，投入运营后，形成‘渔趣研
学’特色线路。我们要让每滴活水都产生效益！”韩家
铺村村支书韩德华说，“产业兴旺激活了乡村人气，作
为省级美丽乡村，韩家铺正在努力打造‘产、销、游’一
体化的乡村振兴样板。”

夕阳西下，又一辆冷链车满载鲈鱼驶出韩家铺村。
养殖车间内，工人们正为第二批鱼苗投放做准备。汩汩
流动的循环水声、此起彼伏的增氧机轰鸣，与远处泗河
的潺潺水声交织成曲。在这片被科技唤醒的土地上，传
统渔耕智慧与现代产业思维正碰撞出璀璨火花，书写着

“绿水生金”的曲阜新篇。

家门口的“共富链”

“三夏”生产悄然拉开帷幕，金乡
县农机管理部门全面部署，确保农机
高效投入夏收、夏种、夏管工作。据金
乡县农机管理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全县农机装备力量进一步增强，
新购置小麦联合收割机61台。目前，
全县在用的稻麦联合收割机总量达
1611台，其中包括317台适应湿软地
块的履带式收割机，为应对不同作业
条件提供了坚实保障。

为服务好农机手，该县农机部门
开设“三夏”服务专窗，优化流程，实现

“资料现场审、证件即时发”，已免费发
放农机跨区作业证102张。同时，对
3560台各类农机完成检修保养，确保
设备状态良好。服务保障方面，计划
在关键路段设立2个接机服务站，联合
6个加油站提供加油优惠，为跨区作业
农机手提供技术支持和能源补给等全
链条服务。

（济宁晚报全媒体记者 苏茜茜
通讯员 董建华）

济宁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伟栋 通讯员 王裕虎 吴瑞轩

一“桶”能捞3000多斤鱼

鲈鱼跃出致富浪花

济宁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伟栋
通讯员 刘颖 陈曙光

清晨5点，天刚微亮，位于
曲阜市书院街道韩家铺村的山
东玄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水
产养殖工厂内已是一片繁忙景
象。捕捞工人韩景国带着三名
工人，手持特制渔网踏入养殖车
间。直径8米的圆形养殖池中，
数千尾肥美的鲈鱼翻腾跳跃，溅
起的水花在灯光下泛着银光。
“这一桶能捞3000多斤，今天
发往济宁的水产市场，中午就
能端上餐桌！”韩景国抹了把
汗。此时，距离首批5万尾鱼苗
投放入养殖池仅过去9个月，这
场“活水养鱼”的科技实践，正
迎来丰收的喜悦。

走进养殖基地的1号养殖棚，捕捞场景令人耳目一
新：两名工人用特制渔网将鱼群缓缓聚集在一侧，早就
等候在池边的工人用捞鱼网将鲈鱼捞出，放进早就准备
好的桶中；分拣台上的鲈鱼经称重后，立即注水充氧密
封包装，确保运输途中的鲜活度。

“传统捕捞要抽干池塘水，现在只需2小时就能

完成单桶作业，损耗率大大降低。”玄鸟公司负责人
司广介绍，“这样不仅效率翻倍，还最大限度保持了
鱼体完整。”

车间外，冷链运输车早已排队等候。水产商特意从
济宁城区赶来：“这里的鲈鱼不带土腥味，清蒸最显鲜，
酒店客户点名要。”

从池中到舌尖的“鲜”速度

曲阜市泗河沿岸，曾因传统养殖模式粗放，长期面临
“丰水难丰产”的困境。2024年，山东玄鸟公司的落地，
为这片土地注入科技活水。1号棚内，16个PP材质养殖
桶构成核心生产矩阵，水流通过管道以0.35米/秒的速度
循环流动，既模拟天然溪流环境，又通过生物滤池、臭氧
杀菌等七重净化系统实现水体零排放。

“高密度循环水养殖系统是项目的核心，单个养殖桶
产能相当于半精养模式下的4亩传统池塘。”书院街道党
工委副书记刘中善说。1号养殖棚配备两套循环水系
统，有效养殖水体达1000立方米；养殖池通过水流循环
减少死角，确保鱼类健康生长。首批投放的鲈鱼苗，在智
能化管控下，成活率超过95%。即将投产的2号、3号棚

配备先进的控温系统，可将养殖周期缩短至6个月，实现
“一年双收”。

养殖棚内，控温加热系统正精准调节水温，为鱼苗
提供最适宜的生长环境。“过去养鱼靠经验，现在靠数
据。”司广指着手机上的智能控制系统说，“pH值、溶氧
量、水温等参数实时监测，远程即可调控增氧机和循环
泵，大幅降低人工成本。”

这种科技化养殖模式不仅提升了效率，还解决了
传统养殖的痛点。通过循环水过滤系统，水体杂质和
异味被有效去除，鱼肉品质显著提高。“我们的鲈鱼没
有土腥味，肉质弹性足，批发价每斤25元仍供不应求。”
司广说。

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

百亩樱桃红满枝 硕果盈园采摘忙金乡1611台联合收割机

战“三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