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5月25日讯 四通八达的交
通路网，是城市发展的先行条件，过
去的“羊肠小道”就像一座城市交通
的“肠梗阻”，给居民出行带来极大不
便。随着“四好公路”建设的推进，胶
州市九龙街道办事处通过实施通村
公路硬化工程和生命安全防护工程，
加宽窄路面，全面改造危桥，疏通村
级“毛细血管”，织密系紧通畅、安全、

舒适、美丽的农村公路“安全带”。
5月 24日，记者在营匡路附近看

到，工作人员正紧张地施划着道路
边缘线。据了解，九龙街道目前在
建的“四好公路”有两条，其中营匡
路全长 4.1 公里，小洛戈庄至土埠台
路段全长 4.051 公里。作为串联九
龙街道东西辖区的重要通道，营匡
路、小洛戈庄至土埠台路段承载着

辖区内城市更新高质量发展的新动
力。为确保道路早日贯通，九龙街
道相关负责人多次到项目现场进行
调研，了解项目进展情况，并就整体
提升规划设计水平、统筹推进市政
管线、紧盯时间节点严把工期、层层
压实责任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值得一提的是，“四好公路”的建
设不仅对城市更新起到关键的作用，

还切实增强了周边村民的幸福感、获
得感。小洛戈庄村民对记者说道：“以
前遇到下雨下雪天气，村口这条路不
好走，往往走回家就是一脚泥，我们盼
望着泥泞小道变成柏油马路，现在看
着即将修建的新路，今后出行更安全
便捷了，村民们都非常高兴。”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马丙政 通讯员 黄蛱）

本报5月 25日讯 25 日，青岛
市“三夏”农机跨区作业出征仪式在
平度市明村镇举行。随着现场 60 多
台小麦联合收割机、大马力拖拉机
赶赴河南南阳市等地作业，青岛市

“三夏”农机跨区作业序幕拉开。今
年全市将组织 2000 多台小麦联合收
割机，到河南、安徽、江苏、河北等省
和省内枣庄、临沂、日照、潍坊、烟
台、威海等 60 多个县（市、区），开展
跨区机收小麦作业，预计完成作业

面积 200 多万亩，增加农机手收入 1
亿多元。

我市从上世纪末在全国率先组
织开展“三夏”小麦联合收割机跨区
作业，随着跨区作业的不断发展，逐
步延伸到“三夏”秸秆打捆、玉米机播
和“三秋”玉米机收、秸秆还田、农机
深松（深翻）、小麦机播等。截止到去
年底，我市小麦联合收割机保有量达
到8789台、玉米联合收获机7716台、
大型拖拉机 11010 台，每年参加跨区

作业的小麦联合收割机2000台左右、
玉米联合收获机1000台左右、大型拖
拉机2000台左右。

为确保跨区作业顺利进行，各级
农业农村部门积极推广往年“三夏”
生产典型经验，依托 100 多个农机维
修点、700多个农机合作社，组织农机
技术骨干进村入户，动员指导对作业
机具进行全面检修、调试和保养，全
市检修农机具16万台（套）以上，检修
小麦联合收割机7000多台。

麦收冲锋号已经吹响，“三夏”生
产时间短、任务重，青岛农机人将以
最饱满的激情和最激昂的斗志，发扬
不怕累、不怕苦的战斗精神，一鼓作
气，最大限度地发挥农业机械作用，
全力夺取夏粮丰收大捷，圆满完成跨
区作业和“三夏”农机生产的各项任
务，为全年粮食丰收和农民增收贡献
农机化力量。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高静文 通讯员 张杰）

露天大樱桃迎来收获季

俗话说“樱桃好吃树难栽”，樱桃从
栽植到结果，对土壤、气候的要求极
高。据了解，云山镇地处胶东半岛中
部，三面环山，两面临水，是典型的“小
盆地”，土壤微酸，四季分明，为大樱桃
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记者在云山镇南王戈村看到，露天
大樱桃长势喜人，一颗颗红彤彤的大樱
桃挂满果枝，令人忍不住采摘品尝。据
南王戈村支部书记何洪礼介绍，大棚大
樱桃陆续下市后，露天大樱桃也随之上
市，持续供应市场。今年露天大樱桃产
量较往年有所提高，价格比去年高出两
三成，预计收获期将持续到6月中旬。

举办节会共享丰收喜悦

第四届中国大樱桃产业文化节暨
第十八届青岛云山大樱桃节将于6月1
日在云山乡村俱乐部（即高尔夫球场）
举办，本次节会以“迎八方宾客，享丰收
喜悦”为主题，由中国园艺学会樱桃分
会、平度市人民政府主办，平度市农旅
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平度市云山镇
人民政府承办。

自 2006 年以来，云山镇大樱桃产
业文化节已成功举办 17 届，本届樱桃
节更是精彩纷呈，将推出包括开幕式、
水果展会、最甜大樱桃评选、非遗展会
四大板块主题特色活动，着力推介国家
地标产品“云山大樱桃”和平度优质农
产品，开拓销售渠道，宣传非遗文化。
节庆期间还将安排丰富多彩的文艺节
目演出和热闹非凡的大樱桃园采摘观
光活动，届时，亲子游、家庭游、亲友团
队游等将掀起一场大樱桃盛宴飓风，文

旅融合唱响云山大地，进一步扩大大樱
桃文化影响力，以产业文化赋能乡村旅
游，助推乡村振兴。

大樱桃为乡村振兴赋能

云山镇特色农产业以种植大樱桃
为主，自 1992 年引进大樱桃栽培技术
以来，云山镇历经三十余载探索与深
耕，不仅揽获“中国最美村镇”“中国大
樱桃之乡”“胶东大樱桃第一镇”“青岛
市乡村振兴工作先进集体”“中国大樱
桃科技示范镇”“全国乡村特色产业十
亿元镇”等美誉，一跃成为全国镇域中
规模最大的大樱桃种植基地和设施栽
培基地，云山大樱桃更是凭借肉厚细
嫩、酸甜多汁、芳香浓郁、营养价值丰富
等特点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认证和“中国十大好吃樱桃”称号。

乘势而上，优势“再造”。云山镇立
足“加快打造区域性乡村振兴示范镇”目

标，突出抓好优势特色产业壮大，为乡村
发展插上腾飞翅膀，全力打造全国一流大
樱桃文化旅游强镇，争创宜居宜业乡村振

兴“齐鲁样板”。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马丙政

通讯员 袁嘉利 李付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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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增了，价格涨了，大樱桃红透了！
第十八届青岛云山大樱桃节6月1日开幕 年产3500万公斤带动农民增收13亿元

好客山东好客山东 好品山东好品山东

60多台设备打先锋，奔向200多万亩麦田
青岛“三夏”农机跨区作业出征 吹响麦收冲锋号

疏通“毛细血管”，羊肠小道变坦途
胶州市九龙街道推进“四好公路”建设为城市更新赋能

记者走进南王戈村支部书记何洪
礼的樱桃大棚，首先看到的是一排排

“盆栽”樱桃树。与其他温室大棚不同，
何洪礼的樱桃树全都种在盆里，一盆挨
着一盆。“樱桃种在控根容器里，不让它
扎根，可以实现最大化的密集种植。普
通大棚一亩地种55棵樱桃树，我的能种
1200棵。”何洪礼告诉记者，他的这个新
技术叫做“一根红”种植法，是他与大连
一个朋友合作试种的新技术，每亩五千
斤的出果量是普通温室大棚产量的两
倍多，并且可提前近两个月上市。

“相比普通大棚的用工量，新技术大
棚最少节省一半。”何洪礼说，普通大棚

因为枝繁叶茂造成的管理和采摘困难，
试用他的新技术后可以省略不计，同样
是采摘200斤樱桃，试用新技术后，用两
个小时就可以完成，普通大棚或许需要
一天时间；在管理方面，水肥一体化和地
面防草布的铺设，不仅使得大棚内干净
整齐，又极大降低了人力成本，两名工人
轻松管理三个大棚，真正做到了省工、省
水、省肥和省土地等。“按照一棵树产出
三到四斤计算，每亩大棚的产量约三四
千斤。往年春节前上市的大樱桃，每斤
的销售价格在一百多元以上，甚至高达
二三百元，每亩大棚收入四十多万元不
成问题。”何洪礼乐呵呵地说。

■深读一点 “盆栽”大樱桃亩效益40万元

云上青山处，满目樱桃红。5月25日，记者在平度市举行的第四届中国大樱桃
产业文化节暨第十八届青岛云山大樱桃节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樱桃节活动将于6
月1日举行，活动开幕地点设在青岛云山乡村俱乐部有限公司广场。

今年云山镇大樱桃种植总面积达5.1万亩，其中设施栽培2万余亩，露天栽培
3万余亩，拥有种植专业村47个，美早、黄蜜、先锋、宾拉斯等优质品种30余个，沿
308国道形成10公里的大樱桃长廊，年产大樱桃3500万公斤，带动农民增收13亿

元左右，红彤彤的大樱桃不仅映红了果农们的笑脸，也映红了乡
亲们“致富路”。

村民正在分拣大樱桃村民正在分拣大樱桃。。马丙政马丙政 摄摄

游客正在采摘大樱桃游客正在采摘大樱桃。。马丙政马丙政 摄摄 何洪礼讲述何洪礼讲述““盆栽盆栽””大樱桃树管理细大樱桃树管理细节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