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脆瓤汁多、细腻爽口的平度市“明
村西瓜”成了吃瓜季的“香饽饽”，眼下，
种植面积超万亩、产值过亿的明村西
瓜，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了岛城市民时
令必备解渴的水果之一。7月 12日，
平度市明村镇一场精彩的“明村之夏”
文化演出，也让当地村民充分感受了西
瓜收获的喜悦。

精彩演出开启“明村之夏”

12 日傍晚，在平度市明村镇辛安
南村广场，绚丽的灯光与跳动的音符，
轻盈的舞步与斑斓的色彩，为村民拉开
了“明村之夏”的序幕。近两个小时的
演出活动，让嘉宾和当地村民感受了明
村镇的独特魅力，演出现场，由青岛三
合山精密铸造有限公司带来的开场舞

《赛马》，鼓声粗犷奔放，场面震撼。由
青岛启航轮胎有限公司带来的诗朗诵

《启航》，让村民感受到企业勇往直前的
勇气和决心。

当晚，除了精彩的文化演出，吃西
瓜比赛让村民大饱口福。随着主持人
倒计时的播报，在场的五名吃瓜者开
始比赛吃瓜，吃得又快又干净的前三
名为获胜者。此外，当地独特的非遗
文化也深受喜爱,明村镇西狮子口村
的七星螳螂拳传人马德芳等表演者，
把传统太极拳与扇子结合，刚柔并
济，为村民们上演了《螳螂拳表演》。
明村地瓜戏剧团用独特的唱腔曲调,
将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生活趣事和政
府宣传的方针政策编成地瓜戏《非遗
助振兴 气韵山河绣》，为传统非遗注
入了新时代的活力。

明村镇西瓜种植面积超万亩

西瓜是瓜中之王，不仅味美汁多，
且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在平度市明村镇
众多高品质瓜果中，西瓜可以说是一张
亮丽名片。

直供青岛奥帆赛和残奥帆赛的农
产品、搭载“神舟七号”载人飞船进行过
太空育种试验、入选“山东十大地理标
志产品”、获得国家绿色食品认证国家
地理标志保护农产品……集多项荣誉
于一身的“明村西瓜”，目前种植面积超
1 万亩，产量约 5 万吨，产值 1 亿元以
上。得天独厚的土壤地貌和气候条件，
赋予了明村西瓜不凡品质，其中，“大黄

埠牌西瓜”作为明村镇西瓜的代表，是
国家“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

近年来，明村镇大黄埠不断引进西
瓜新品种，新引进的“礼品西瓜”因其皮
薄、脆甜，价格比普通西瓜高3-5倍，市
场认可度也高，成为当地热销明星产
品。“今年西瓜种植技术成熟了，产量很

好，五六月份是收瓜的旺季，西瓜不愁
卖，吸引了青岛周边的商贩前来采购，现
在大田瓜已经出完货了。”青岛大黄埠果
蔬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向记者娓娓道来。

据明村镇大黄埠村支部书记吴仁杰
介绍：“今年明村镇大黄埠村西瓜种植面
积 1500 亩左右，每亩地村民的毛收入
3000元-4000元。近期，受市场供需及价
格影响，目前地头收瓜的每斤价格仅为
0.3元-0.5元，主要供应青岛周边地区。”

西瓜成为明村镇的主导产业

自1993年起，明村镇根据当地独特
的地理位置、土壤结构及气候条件，把大
棚西瓜作为发展高效农业的突破口，坚
持走高端特色名牌农业之路，采取政策
引导、资金扶持、强化服务、示范村和典
型户带动等措施，大棚西瓜迅速在全镇
形成了规模种植，现共有京欣、甜王、蜜
童、无籽、黄瓤5大系列、30多个品种。

今年，明村镇西瓜形成了高温棚、
大拱棚、简易棚、大田和秋延迟系列化
生产。明村镇已成为江北地区重要的
大棚西瓜生产基地，被评为“国家西瓜
产业技术体系示范基地”“全国西瓜协
会理事单位”和“山东西瓜产业第一品
牌名镇”。据了解，平度市明村镇工业
底蕴雄厚，是全国综合实力千强镇、山东
省政府命名的“特色产业镇”、山东省轮胎
生产第一镇和先进制造业重镇。当地农
业基础良好，先后被评为中国生态食材

（瓜果）之乡、全国乡村特色产业十亿元
镇、山东省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山东省乡
村振兴示范镇。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掌上青岛 记者 马妮娜 通讯员 崔鑫

本报7月14日讯 近日，“红色小
楼长”暑期在行动——垃圾分类环境友
好社区实践活动在城阳街道礼阳路社
区举行。通过家校社三方联动，培养青
少年环保意识，激发社区居民参与热

情，共同营造一个更加绿色、健康的生
活环境。

据悉，“红色小楼长”作为此次活动
的核心力量，由桃林小学“少年绿先锋”
代表和小区内的青少年志愿者共同组

成。他们不仅接受了垃圾分类专业培
训，还承担起在社区内宣传、指导垃圾
分类的重任。活动中，他们接过由礼
阳路社区、你我创意社工和万科物业
联合颁发的聘书，承诺将从自身做起，
准确分类垃圾，并带动邻居一起参与
源头零废弃和环境保护行动，用实际
行动诠释“垃圾分类就是低碳生活新时
尚”的理念。

此次“红色小楼长”暑期实践活动，

是家校社三方联动机制的一次成功实
践。学校通过生态堆肥和种植利用的
教育项目，培养了学生的环保意识和实
践能力；家庭作为垃圾分类的第一线，
通过孩子的带动，实现了垃圾分类知识
的普及和行为的改变；社区则提供了实
践的平台，通过搭建有机堆肥区和零废
弃花园，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参与到垃
圾分类的绿色循环中来。

（记者 栾丕炜 通讯员 李晓君）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关键。目前，
莱西市河头店镇有工业企业 40 余家，
其中规上企业31家；茶叶种植园、蝴蝶
兰花卉基地、猕猴桃采摘园等特色农业
产业园葳蕤而生。今年以来，河头店镇
立足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强等优势条
件，又将眼光瞄准工业企业释放“二次
效应”助推特色生态产业上，依托中成
兽药产业、墨瑞鳕鱼养殖开拓中药材、
高端蔬菜、水稻种植等特色产业增收渠
道，走出一条农业提质、农民增收、农村
和美的协同发展之路。

打造中药材种植新高地

时下，河头店镇农田里的板蓝根、
白术等中药材长势喜人。工人忙着除
草、施肥、浇水……

河头店镇辖区中成兽药产业中，信
诺邦、阿普曼、信生源、鼎晟四家生物制
药企业均通过国家新版中兽药GMP标
准认定，2023年产值达12384万元。今

年以来，河头店镇以中成兽药产业原材
料需求为突破口，强化乡村特色产业培
育，组织强村共富公司开展订单化中药
材种植，不断推动优势产业延链、传统
产业升链、新兴产业建链。

手里有订单，种地心不慌。目前，
河头店镇选取适应气候、种植难度相对
低、市场需求量大的瓜蒌、板蓝根、白
术、白芷、何首乌 5 个品种，种植面积
870 余亩。其中瓜蒌能够与小麦共同
种植，不影响基本农作物的生长；板蓝
根经试种检测有效成分是国标的3倍。

“我们由新村共富公司牵头继续盘
活闲置资源，梳理1000余亩闲置荒山、
荒沟扩大种植面积，发展荒山种植和林
下经济。”河头店镇洙河新村党委书记
姜龙介绍，将进一步与社会资本合作建
设加工生产线，打造烘干、切片、加工、
包装产业链。依托全国中草药集散地
和本市中成兽药产业、天成药业等开展
订单化种植，从种到收提供全过程技术
服务，推动产业向订单农业、精深加工、

产销衔接转变，构建集种植、加工、销售
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以稳妥可靠的“订
单式”农业提高收入，实现种有定向、销
有方向，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促进
农业稳定发展。

闲置矿山变身循环水种养基地

幽暗的灯光下，水声潺潺。走进河
头店镇青岛七彩种业科技有限公司养
殖车间，不同规格的圆形养殖池排布整
齐，池中密密麻麻的鱼儿游得正欢——
这就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墨瑞鳕。

“墨瑞鳕是原产于澳大利亚的优质
淡水鱼类，寿命可达上百年。营养价值
和经济价值较高，深受当地人青睐。”河
头店镇农业服务中心负责人王东辉介绍，
河头店镇以建设国际领先水平工业化水
产养殖产业体系为目标，引进了七彩种业
项目，将原有闲置工矿用地转成设施农业
用地100亩、改造高标准农田和水田50
亩，建成占地150亩的七彩种业生产园

区，实现了工矿废弃地整治再利用。
该项目应用数字化和物联网技术，

实现水质、气候、尾水等各项指标在线
监测，能够满足工业化循环水养殖系统
各环节自动控制，克服气候和病害等外
界环境因素影响，这套陆基循环水技术
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矿坑水通过管
道引入水处理设备区域，依托自主研发
的全封闭循环水养殖系统实现循环利
用，水循环利用率达到 95%以上，养殖
尾水经微生物处理后实现水肥一体化，
用于温室水培和水稻种植，基本实现水
资源全效利用。

河头店镇积极推动本地共富公司与
这项高端、高效、高附加值产业深度合
作，由新村共富公司提供土地、菜种、劳
动力，七彩种业提供设备、技术及养殖废
水，共同合作开展高端蔬菜、水稻种植
业，实现了矿坑储留水由闲置资源——
工业化水产养殖——高端种植的全链条
循环。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掌上青岛
记者 马丙政 通讯员 李远 张所海

产值超亿元 西瓜种出“甜蜜生活”
平度市明村镇万亩大田西瓜迎来收获季 村民用文化演出庆祝丰收

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村村有好戏村村有好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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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感受了西瓜收获的喜悦村民感受了西瓜收获的喜悦。。

脆瓤汁多脆瓤汁多、、细腻爽口的平度市细腻爽口的平度市
““明村西瓜明村西瓜””。。

荒山荒沟成了乡村振兴“聚宝盆”
莱西市河头店镇推动农业与工业协同发展 走出共富新路子

争当“红色小楼长”
城阳街道家校社三方联动倡导绿色新风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