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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梁玉鹏

　　近年来，张家楼镇厦安村通过引
进艾草种植项目，不断延长产品产业
链，带动当地村民通过种植艾草实现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增加村民收入。
同时，借助艾草这一载体，使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蹚出了一条乡村振兴
新路。

草地里挖金，村民态度大转弯

　　“今天就能把这块地上所有的艾
草都收割完，这样再等几个月又能收
获一茬。目前来看，今年的收成差不
了。”6月13日，张家楼镇厦安村党委书
记、下村网格党支部书记逄春波正在
田里查看艾草收割情况。“去年项目刚
引进的时候，村民们不太认可，用他们
的原话就是‘地里种的草还能换钱’？”
逄春波告诉记者，既然大家都对艾草
产业没有认识，不相信“种草”能赚钱，
他就要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我先种了30亩。在我的带动下，
有七八户党员也跟着种了一些，合计
种了50亩左右。”艾草种下以后，逄春
波和这七八户村民一起按照学习来的
经验对艾草田关爱有加。功夫不负有
心人，经过一年的忙碌，第一批试种的

艾草喜获丰收，换算下来比过去种植
传统作物收入要高得多。“去年种的艾
草今年的产量能达到3000-4000斤，每
斤的收购价格是最低1块钱。通过对
比，今年村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发生
了转变，已经有30多户村民在田里种
下了艾草，现在也开始收获了。”

建深加工厂，增收就业两不误

　　在获得了村民肯定的基础上，艾
草种植面积将不断扩大，如何增加产

品附加值，提高村民收入，成了逄春波
等村干部思考的下一个问题。“接下来
我们打算在村里建一个艾草加工厂。
现在土地审批手续已经办好了，正在
选址，初步规划建设一个占地15亩左
右的艾草加工厂。”
　　逄春波表示，工厂建成以后，最直
接的积极影响就是能扩大村民种植艾
草的面积。现阶段，村民种植的艾草
还停留在最基础的对外销售阶段，获
利相对较少，艾草加工厂建成以后，将
打破这种局面。“有了产品深加工能力，

产品附加值不断增加，艾草需求量也
会不断增加，到时候谁种的艾草多谁
就赚得越多。”此外，加工厂的建成必然
会创造工人就业岗位。村民可以选择
在家门口就业，不仅能增加收入，还不
必外出就业，一举两得。

延长产业链，小艾草有大市场

　　在村口，有一座两层的建筑，它就
是已经装修好的艾灸养生馆。它的总
面积240平方米左右，一层是产品展示
区，二层是艾灸体验区。记者在一层看
到，各种艾草相关的产品整齐地摆放在
展架上，据介绍，现在开发出的艾草相
关产品已经有40多种。“这是艾绒，生黄
疸的小孩铺盖用艾绒絮的被子，几天就
会好。此外，你看到的这些艾棒、艾皂
和艾灸包等都是非常好的保健产品。”
　　“我们特意请了两位专业的艾灸师
傅在这里工作，后期会请老师对外举办
艾灸培训班，培养更多的专业艾灸人
才，扩大艾灸规模，造福更多人。”逄春
波告诉记者，二楼的艾灸体验馆马上就
要开始运营了，只要是对艾灸有兴趣的
人，都可以报名参加艾灸培训班，学习
艾灸技术。“一系列措施让艾草这个‘致
富草’在我们这里生根发芽，村民的生
活必将更上一层楼。”

艾草种出产业链 农户集体都赚钱
——— 张家楼镇厦安村借力艾草产业项目助力乡村振兴

  逄春波（右二）和村民在艾草地里查看艾草长势。

  乡村振兴工作队驻村第一书记、区委宣传部
机关党委工作人员 张涛

带着感情和责任
乐为村民办实事

  □本报记者 梁玉鹏

　　自5月26日以“第一书记”的身份
踏进中草泊，张涛便通过全面细致地
走访调研，对乡村振兴工作有了更加
深刻的认识。
  “工作队这次的目标很明确，就是
围绕‘强组织、抓发展、促规范、优服
务’四项任务，加强乡村治理和助力乡
村振兴，根据所驻村庄类型，分类开展
指导服务，集中力量办实事、解难题，
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
张涛说。通过二十余天的“炕头”“地
头”深入走访调研，张涛认为首要任务
就是抓党建。“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
织能使力量倍增。基层党组织是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主心骨’。下一步要
不断丰富组织生活，增强组织凝聚力，
理清各项制度，促进制度规范。”

　　“我们还准备引进高质量农业产
业项目。通过土地流转，以优质项目
辐射周边农村，实现农民家门口就
业，带动农村全面发展。”张涛介绍，
村里现阶段种植品种单一无特色，接
下来将加强特色化种植，探索种植符
合村情的经济作物，形成规模化农
业，提高农民收入。“现在大部分村民
都会外出从事绿化相关工作，工种单
一，不利于长期良性发展。下一步将
结合村情，加强对村民的技能培训，
让劳务输出再提升。”
　　“报上名那天就签订了责任状，我
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在农村做一点
实事。”张涛说，来到农村，了解农村，
扎根农村。对待基层工作，他将不以
事小而不为，真心实意地解决农民身
边事，让村民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张
涛到村
民家中
走访。

■
第
一
书
记
风
采

  乡村振兴工作队驻村第一书记、工委组织部
干部人事档案管理中心副主任 徐鹏

产业帮扶有新招
用心栽下致富树

  徐
鹏到村
民家中
走访。

  □本报记者 梁玉鹏

　　自5月26日进驻逄家桃园后，徐
鹏迅速转变角色、转换工作方式，从
学习和调研做起，切实做到身入、心
至，走入、融入。
　　“逄家桃园地瓜种植已有400年历
史，2018年6月还成立了青岛红寨岭地
瓜专业合作社，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
社’，大力发展地瓜产业，努力实现村集
体和村民双增收。”徐鹏进村以后，通过
与村干部交流，先后走访党员、村民代
表、致富能手等，初步摸清了村庄的发
展现状、组织建设、基础设施、产业结
构、资源禀赋等基本情况。
  徐鹏说，后续将积极深化“党支
部领办合作社”发展模式，通过观摩
学习、专题培训等方式，进一步打开
党员干部工作思路，激发内生动力，

在谋求村庄发展、带领村民致富的过
程中发挥头雁作用。
　　“要想做大做强地瓜产业，稳妥有
序收回村集体土地，引导村民进行土地
流转，扩大合作社规模种植，将是合作
社下一步的重点工作。”徐鹏说，将在合
作社党组织的领导下，培训党员成为产
业先锋，通过技术带动地瓜产业发展，
发挥合作社党员技术骨干的先锋模范
作用，引领和指导村民种植，带领群众
共同致富；围绕建设中的小二型水库，
打造以垂钓、采摘、农家乐为一体的乡
村休闲旅游景点，探索壮大集体经济路
径，促进农民集体“双增收”。
　　徐鹏告诉记者，通过抓好基础设
施建设，积极实施新修订的“村规民
约”，经常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
活动等一系列抓民生措施，逄家桃园
将变得更加美丽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