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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4月 15日讯 近日，在西海
岸新区 S215 黄大路大村北桥抢修工
程施工现场，大村北桥项目24片空心
板全部架设完成。

原大村北桥是 S215 西海岸新区
段内一座跨越马家河的石拱桥，建设
年代为上世纪 70 年代。随着董家口
港区的发展，S215交通量日益增大且
重载车辆比例高，石拱桥已经不适应
当前交通量的发展需求，而且石拱桥
拱圈沿砌缝斜向、纵向开裂最大宽度
30mm，桥梁检测结果为 4 类，严重影
响桥梁的使用功能。为保证周边居民
安全便捷出行，此次对大村北桥进行
抢修拆除重建。

据 悉 ，新 建 桥 梁 为 3×13 米 预
制简支板桥。桥梁总长 43.7 米，桥
梁 总 宽 10 米 ，上 部 结 构 采 用 24 片
预应力空心板，该工程 4 月底将实
现通车。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吴冰冰

通讯员 姜斌 李绍杰）

早报4月15日讯 近日，胶州市铺
集镇上合禧柿共富产业园的西红柿陆续
成熟上市，其中不少新品种吸引客户前
来订购。资源变资产，农民变股东，这种

“基地+农户”、村企合作模式推行后，让
“小田变大田”，铺集镇的种植户们从“单
打独斗”转变为“和合共富”，村民和村集
体实现了“双增收”。

村民谭光明是上合禧柿共富产业园
里的种植户之一，“我们这里主要种植‘甜
如蜜1号’和‘粉冠王’两个品种的西红柿，
从3月中旬开始一直到6月底陆续成熟采
摘上市。我们按照边建设、边种植的生产
模式，种植过程中，对西红柿生长环境进
行精准控制，每座大棚预计收获6万斤左
右。我一共承包了两座大棚，每年收入大
概在15万元左右。”谭光明说。

像谭光明这样的种植户在当地还有
很多。过去，铺集镇产出的西红柿品质
参差不齐，也没有统一品牌，种植户收入
有限。铺集镇以 13 个新村为股东，于
2022年 10月共同注资 130万元，联合成
立了镇级共富公司———胶河澄月现代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目前正在经营的项
目主要是大田种植项目、上合食用菌产
业园项目、上合禧柿共富产业园项目和
河西庄恒温库项目。其中，上合禧柿共

富产业园项目一期规划建设 62 座高标
准温室大棚，可年产西红柿 500 万斤以
上，估计园区收益可达到400余万元。

“项目一期预计建成 62 座大棚，现
已建成 17座，投入生产种植 12座，预计

7月份完成全部建设。”胶河澄月现代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赵培刚说，一期
项目建成后，可为周边提供 130 余个就
业岗位。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魏铌邦 通讯员 辛航 摄影报道）

喜气“樱樱”的甜蜜事业
莱西南墅镇、水集街道大棚樱桃丰收 点亮乡村致富路

西海岸大村北桥
本月底全新亮相

“柿柿”如意的共富故事
胶州铺集上合禧柿共富产业园西红柿上市

▶园区工作人员在
采摘成熟的大樱桃。

村民在忙着采摘西红柿。

早报4月15日讯 眼下，正是大棚
樱桃成熟的季节，走进莱西市南墅镇、水
集街道的樱桃产业园，只见大棚内一棵
棵枝繁叶茂的樱桃树上硕果累累，红润
饱满、晶莹剔透的大樱桃娇艳欲滴。果
农们你一言我一语，三五成群地正忙着
采摘熟透的樱桃，大棚内一派繁忙的丰
收景象。看着手里熟透的大樱桃，果农
老李高兴地说：“大樱桃上市了，欢迎大
家过来采摘品尝！”记者采访获悉，近年
来，莱西市坚持特色产业引领，通过“基
地+合作社+农户”新模式，大力发展樱
桃种植产业，有效带动了当地群众增收
致富。其中，水集街道小夼自然村大樱
桃年产值超2000万元，樱桃成了农民的

“致富果”。

南墅镇黄家屯村：
大棚樱桃成熟惹人爱

“看来，今年又是个丰收年。”看着满
棚成熟的大樱桃，黄家屯村樱桃产业园
技术员刘琳喜上眉梢，“咱这个大樱桃，
每棵树年产大约40斤，目前市场价格是
每斤70块钱左右，一个大棚年收入20多
万元。”据了解，莱西市南墅镇黄家屯村
樱桃产业园是南墅镇申请上级的衔接资
金，投资建设的一个高端樱桃产业园。
自2021年开始，园区投资建设了10个高
端温室大棚及一座冷风库。目前该项目
外包给青岛利昶家庭农场统一经营管
理，每年大概有60多万元的产业项目收
益。按照比例确权给了李家新村、东石
新村、青山新村，每年这几个新村可以获
得收益共计60余万元。

“我们李家新村每年可以从这个项
目拿到收益资金近 40 万元，有了这笔
钱，我们更有底气去开展新村基础设施
提升、困难群众帮扶等工作。”李家新村
第一书记吴云鹏表示。“首先这部分钱将
用于对脱贫享受政策户的帮扶，以及村
里一些基础设施建设的提升，包括给村

里修路，或者说砌排水沟、安装路灯等
等。其次，能够为周边群众提供不少就
业岗位。比如农忙时，大概能从周边村
吸纳 20 多个农民来务工。”南墅镇乡村
振兴办公室主任常显坤介绍。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关键。近年来，
南墅镇立足当地林果业发展优势，利用
好衔接资金支持产业项目建设，打造高
端水果产业园区，进一步发挥龙头作用，
带动村集体和农民增收，加快推进乡村
产业振兴。

水集街道小夼自然村：
大樱桃年产值超2000万元

眼下，水集街道小夼自然村的“莱西
有礼”·小夼大樱桃已进入采摘季，一颗
颗红润饱满、晶莹剔透的大樱桃藏身于

绿叶间，令人垂涎欲滴。据悉，小夼自然
村种植大棚樱桃已有20余年历史，依靠
福山下、长广河畔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以及长广河水中富含的矿物质和硒元
素，可年产优质大樱桃50余万斤。村庄
还引进了智慧大棚管理系统，实现了自
动温控和水肥一体化，采用科学管理新
模式，结出的樱桃个大、色艳、口感好，颇
受外地客商青睐，已成为村民增收致富
的特色产业。

“我们村大樱桃种植历史已有20多
年。地理位置优越，温度适宜，土壤肥
沃，很适合樱桃的生长。村里现有96个
樱桃大棚，年产优质大樱桃 50 余万斤，
年产值超2000万元，已成为村民增收致
富的特色产业。”小夼自然村党支部书记
张春文表示。“我们村300多亩大樱桃由
聚莱人才集团搭建销售平台，遴选优质

销售单位与种植户进行深度包销合作。而
我们只需要专心种植，提高产量和质量，不
愁销路。”

目前，小夼大樱桃销售网络已覆盖胶
东半岛，并远销上海、大连、杭州等地，以卓
越品质、平民价格赢得了市场的认可。“绿
色、生态、健康、优质”的“小夼大樱桃”，丰
富了“莱西有礼”的产品体系。下一步，小
夼自然村将继续严格把控质量关，不断开
拓中高端市场，将大樱桃远销到深圳、香港
等城市，全面提升小夼大棚樱桃的知名度
和市场竞争力，不断提升品牌影响力。

据悉，“莱西有礼”合作单位青岛莱喜
鲜生以高于市场的收购价采购小夼自然村
的大樱桃，但零售价与市场持平，让农户告
别了与市场间的“单打独斗”，迎来了“集团
化作战”时代。（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康晓欢 袁超 通讯员 张所海 摄影报道）

▲红润饱满、晶莹
剔透的大樱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