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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时节，在沾化区下洼镇冬
枣研究所智慧大棚里，看着一颗颗
依然挂在枝繁叶茂冬枣树上黄中透
红的小冬枣，69岁的冬枣研究所所
长、市人大代表于洪长就像看着自
己的孩子一样，眼里充满了疼爱。
30多年来，他的全部身心都沉浸在
如何推进冬枣产业发展，带动群众
发家致富的不懈探索中。

下洼镇是沾化冬枣的原产地、
主产区。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下洼
镇冬枣种植面积达到 9.8 万亩。
2021年，下洼镇把发展好冬枣产业
作为最大的政治任务和民生工程，
实施沾化冬枣“二次创业”转型升级
工程，推动沾化冬枣产业“双增双
提”，确保让沾化冬枣快速成长为枣
农的摇钱树、富民树。据初步统计，
今年枣农人均增收2500元以上。

下洼镇干部群众以时不我待、
奋发有为的创业创新劲头，经过不
懈努力，使冬枣品质有效提升、冬枣
产业快速壮大。沾化冬枣品质提升
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就是出口到美
国，通过了美国极为严苛的182项
进口鲜食水果检验检测，今年出口
美国的沾化冬枣订单达到4000多
吨。除了冬枣销售，加上冬枣电商
物流、冬枣物资销售、冬枣相关产业
（枣叶茶、枣花蜜、枣木根雕以及枣
树颗粒燃料），下洼镇今年冬枣产业
产值预计达到12.5亿元。

从嫁接试种5棵冬枣
树起步，全国各地调研后
初步形成“冬枣只有沾化
有”的结论

于洪长善于钻研、肯于实干，
20世纪80年代初，在自家庭院里
率先进行蘑菇种植，由此成为沾化
第一批“万元户”。

走村串乡指导群众种植蘑菇
时，他发现本村于家村和周边前下
洼村、西平村等村民家房前屋后的
金丝小枣树林里总有一两棵枣树与
众不同，结果晚、果型大、口感好。
在金丝小枣成熟一个多月后，这些
果子才开始由绿变红，下了冬霜后，
摘下来放到嘴里，上下牙一碰就碎，
口感蜜香中透着甘甜，咀嚼几口融
化在嘴里，甘洌清爽沁人心脾。

打问枣树主人，往往也说不清
这些枣树的来历，说从小家里就有
这么几棵枣树与众不同，因为都是
在立冬前后成熟，一般就叫它冬
枣。查阅1984年国家林业普查数
据获悉，沾化境内这种冬枣树有56
棵，其中仅下洼镇就有30多棵。

于洪长琢磨，这些枣树结的果
肯定是好东西！于是，在本村两棵
百年冬枣树上剪下接穗，在自家庭
院里的5棵婆枣树上嫁接了“冬枣
树”。

于洪长在摸索嫁接培育冬枣的
同时，拿出种植蘑菇赚的钱，以每斤
1.5元的价格收购冬枣。一部分冬
枣作为礼品赠送友人，他还带着一
些专门到当时的沾化县科委寻求帮
助。经过深入交流探讨，他萌生了
在原有种植蘑菇的基础上，发展冬
枣种植的想法。

随后几年，他跟着沾化县科委
相关人员参加了多次全国农产品博
览会，南到云南、北到大连、西到陕
西，有意识地看看别处有没有这种
冬枣果品。经过几年考察，他和科

委人员初步形成了“冬枣只有沾化
有”的结论。

“这可是老天爷对沾化下洼人
的恩赐，咱得好好研究、好好发展，
争取让沾化下洼独有的冬枣树越长
越大、越长越多，最终成为群众发家
致富的摇钱树。”从此，于洪长与沾
化冬枣结下了不解之缘。

各级政府科技部门的
支持，为沾化冬枣产业发
展插上了科技进步的翅膀

1988年，沾化县科委与于洪长
联合成立了“沾化县农村实用技术
学校”，建立了占地8.8亩的种植基
地。

在沾化县科委支持下，经过努
力，他最终争取到了当时的惠民地
区科委、山东省科委的科技研究支
持：1989年获得惠民地区科委1万
元科研经费支持，1990年获得山东
省科委3万元科研经费支持。有了
科研经费，于洪长就聘请技术人员，
挨家挨户给冬枣户免费送化肥、免
费修剪，后来免费嫁接冬枣树，下洼
镇冬枣产业逐步成长起来。1989
年当年，各村在小枣树上嫁接了
896棵，仅前下洼村就嫁接了500
多棵。

1990年，省科委的支持又向前
迈进了一步，立项开展“沾化冬枣苗
木繁育与高产栽培技术研究项
目”。于洪长先后在沾化县农村实
用技术学校院内、永丰韩家苗圃基
地、富国井王村等处各种植3亩作
为试验点，开始以大田密植模式种
植冬枣。于洪长建立了中国第一片
沾化冬枣园，从此沾化冬枣由庭院
走向大田。

经过三年试验，大田规模化产
业化种植获得成功，科研项目获得
了惠民地区科技进步一等奖、省科
技进步二等奖。科研项目验收评价
为：沾化县农村实用技术学校承担
的“沾化冬枣苗木繁育与高产栽培
技术研究”课题多项技术达到国内
领先水平。

项目验收时，省果树研究所专
门研究小枣的专家郭裕新说，沾化
冬枣的确是稀有鲜食品种，但是有
一个问题必须引起重视，大面积产
业化种植后，如果不能及时卖出去，
会形成产品积压，造成鲜果烂果。

如何克服这一问题，成了摆在
于洪长面前的一道坎。当时正好中
科院定期派驻沾化科技副县长帮扶
贫困县脱贫。经过挂职科技副县长
牵线，1992年10月，于洪长带着刚
从树上摘下的冬枣，坐公共汽车赶
到北京，求教鲜果保鲜专家张光学
教授。张光学尝了沾化冬枣后，说
这么好吃的鲜食枣肯定会被市场青
睐，产品积压问题不是大问题。他
承诺，让于洪长有问题及时同他联
系，他会毫不保留地给予大力支持。

冬枣产业迎来大面积
产业化、规模化发展的黄
金阶段

于洪长在开展项目研究过程
中，于1990年培育了3000多棵冬
枣树苗。于洪长认为，沾化冬枣是
沾化独有的稀缺枣树品种，只有让
当地群众发家致富才能让他的研究
更有意义。对于他的汇报，镇党委、
政府负责人当场表态全力支持。

1992年秋冬，下洼镇开始大面
积推广种植沾化冬枣，在下洼镇张
三村种了117亩，加上马武、尚泊头
等村，一共种下 3000 多亩冬枣。
1995年，冬枣产业发展推进力度再
次加大，沾化冬枣产业开始步入快
速成长发展新阶段。

从1995年开始，下洼镇政府以
每斤5元的价格收购枣农的冬枣，
1996 年收购价格提至每斤 8元，
1999年涨到了每斤20元。下洼镇
政府实施保护价收购，既给准备发
展冬枣种植的群众吃了定心丸，也
给先期在庭院嫁接冬枣，迎来产果
期的枣农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
惠。村民庭院里一棵冬枣树产的冬
枣能卖到三四千元，比种地收益高
得多。

在以保护价收购冬枣的同时，
下洼镇对于冬枣树的保护也拿出了
具体措施，当时就出台了以保护冬
枣树为主的树木保护制度。下洼镇
先后推出的保护冬枣树、推进冬枣
产业发展的得力措施激发了枣农发
展冬枣产业的积极性，当地冬枣产
业风风火火地发展起来。1995年，
沾化荣获“中国冬枣之乡”称号。

2000年时，沾化提出到2005
年沾化冬枣发展30多万亩，年产值
达到20多亿元。到2005年，这些
目标如期实现，下洼枣农年人均收
入达到了1万多元。

实施沾化冬枣“二次
创业”转型升级工程，推动
沾化冬枣产业“双增双提”

从1999年开始，沾化冬枣规模
化种植推开后，市场上持续了10多
年供不应求，抢收抢购“疯狂”之下，
冬枣产业发展注重产量、忽视质量
的问题逐渐暴露了出来。

于洪长介绍，那时候，每到冬枣
成熟季节，全国各地收购商云集沾
化，在下洼镇更是人山人海，每天都
像赶集。当时一度出现了只要是沾
化冬枣，不管个头大小、是否成熟、
口感如何，都会有人抢着收购的现
象。

近乎狂热的市场行为也影响了
枣农，当时出现了种植冬枣的“傻子
现象”：“傻打”，毫无顾忌地喷打生
长剂；“傻施”，能用多少化肥就施用
多少化肥；“傻种”，地里能栽上多少
枣树就栽上多少。

种植和流通环节的不理智，严
重影响了沾化冬枣产业健康可持续
发展，怎么办？

2020年，实施沾化冬枣“二次
创业”转型升级工程，推动沾化冬枣
产业“双增双提”，打赢沾化冬枣二
次创业攻坚战，确保让沾化冬枣持
续成为枣农的摇钱树、富民树，摆在
沾化区、下洼镇党委政府的面前。

为贯彻落实好沾化区委、区政
府提出的实施冬枣产业“双增双提”
工程，2021年，下洼镇把发展好冬
枣产业作为最大的政治任务和民生
工程，下大力气规划制定了“567”
冬枣产业二次创业发展思路：“5”
是指制定五字规划，按照“点、线、
片、园、区”五字发展规划，明确发展
方向，细化任务目标；“6”是指明确
六大目标，发展设施大棚8000亩，
嫁接“沾冬2号”4000亩，实现沃土
工程标准化种植5000亩，建立出口
基地3000亩，招引培育龙头企业3

家，建立10个高标准示范园区；“7”
是指强化七项措施，成立专班、实行
网格化管理、建立奖惩机制、强化技
术培训、做好品牌宣传、强化销售推
介、招引龙头企业。

为有效推进片区建设，沾化冬
枣万亩设施引领区制定了奖励政
策，每亩地按照2.3万元标准建设钢
架大棚，其中发展奖励金1.3万元，
农户只需承担1万元。同时，对国
省道沿线、零星枣园、示范园打造分
别给予不同的政策扶持，推动全镇
设施大棚建设和“沾冬2号”改良。
一系列真金白银的政策保障措施出
台，让枣农吃上了定心丸，全镇新建
设施大棚7000亩，改良“沾冬2号”
4200亩。

下洼镇狠抓科技创新，支撑产
业发展，在沾化冬枣研究所打造沾
化冬枣产学研示范区，进行新品种、
新技术、新模式研发及推广。加大
新品种研发力度，推动实现优势品
种引领，早、中、晚熟品种梯次上
市。在研究所投资1000余万元建
设冬暖式大棚、棉被延熟棚、智能阳
光温室、普通防雨棚等示范试验棚，
实现沾化冬枣从6月至11月成熟
上市，做好延长货架期有机示范，提
高沾化冬枣市场占有率。在标准化
生产上持续发力，按照标准化生产
要求，做好减密度增光照、减产量增
质量、减化肥增有机肥“三减三增”，
栽植密度控制在每亩56株以下，冬
枣园亩产量控制在2000斤以下，增
施有机肥料，推行测土配方施肥，不
断提高土壤肥力。加快推进新技术
推广应用和老园区改造提升，打造
一批规模大、标准高、带动性强的示
范园区。

下洼镇成立了滨州市沾化冬枣
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引进滨州市渤
海人才、电子商务专家魏达担任公
司负责人。该公司在积极进行互联
网冬枣销售的同时，向数字农业、智
慧农业推进发展。与全国最大的线
上水果超市百果园、京东买菜旗舰
店建立了稳固的合作关系，通过电
商渠道，沾化冬枣插上了互联网的
翅膀，能够迅速根据用户需求在最
短时间内到达全国各地消费者的餐
桌上。该公司开发了沾化冬枣大数
据系统，能够通过大数据分析出客
户的偏好、集中销售日期等。同时，
该公司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开展以
商招商、以智招智，把互联网电商上
下游相关产业、人才积聚到了下洼
镇。

“我们坚持把沾化冬枣产业作
为富民强镇的主导产业，大力实施

‘双增双提’工程，规划以秦口河为
轴线，在曹庙精品示范片区建设万
亩设施引领区，在沾化冬枣研究所
建设产学研示范区，在‘枣恋谷’休
闲庄园建设企业基地创新区，在下
洼生态旅游园建设三产融合文旅
区，构建‘一河四区’规划布局，实现

‘一二三产+科研融合发展’新格
局，高标准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示范区，带动建设中国沾化冬枣下
洼全域农业公园。筹划成立下洼国
有冬枣产业化运营公司，注册成立
沾化冬枣品牌，设立冬枣种植标准
化规程，以品牌化为引领进一步推
进下洼冬枣产业走向合作化、标准
化、智慧化。”下洼镇党委书记姜竹
凯说。

下洼镇：一颗小冬枣“长成”富民大产业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郭刚 通讯员 郭庆昌 李猛

·十亿元镇亿元村成长记·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荆
常忠 通讯员 王胜军 报道）11月
1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滨
州市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
总结了民革滨州市第四届委员会
五年来的工作，明确了今后五年
的工作思路和目标，选举产生了
民革滨州市第五届委员会。副省
长、民革山东省委会主委孙继业，
中共滨州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张伟出席大会并讲话。民进滨州
市委会主委、市文旅局局长刘庆
敖代表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
党派人士致贺词。

孙继业指出，自第四次代表大
会以来，民革滨州市委会团结带领

全市民革党员，认真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积极履行参政
党职能，各项工作取得了新的进
展。特别是积极参与脱贫攻坚和疫
情防控工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和
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了民革力量。

张伟强调，新一届民革市委会
要以换届为起点，团结带领全市广
大民革党员，进一步坚定政治立
场，全力打造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地方组织。

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国民党
革命委员会滨州市第五届委员
会，孙兆泉为主任委员，朱希花、
吕玉泽、崔洪霞为副主任委员。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滨州市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荆
常忠 通讯员 王胜军 报道）11月
11日，中国民主促进会滨州市第
三次代表大会召开。民进山东省
委会主委、青岛市副市长栾新，中
共滨州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
伟出席大会并讲话。市政协副主
席、市工商联主席侯学锋代表市
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
致贺词。民进滨州市委会主委刘
庆敖代表民进滨州市第二届委员
会作工作报告。

栾新代表民进山东省委向大
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对民进滨州

市第二届委员会五年来的工作表
示肯定，对新一届委员会提出明
确要求和殷切期望。

张伟充分肯定了民进滨州市
第二届委员会的工作，希望新一
届市委会以更高站位筑牢思想政
治基础，以更强担当履行参政党
职能，以更高标准加强自身建设，
在现代化富强滨州建设中展现民
进作为，贡献民进力量。

在民进滨州市三届一次全委
会议上，刘庆敖当选主任委员，李
秋兰、张岩、田希婷当选副主任委
员，任命郭云洲为秘书长。

中国民主促进会
滨州市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州讯（通
讯员 李超 报道）11月10日至12
日，省政协研究室调研组就贯彻
落实省政协“有事多商量”协商工
作经验交流会情况来滨调研。市
政协主席张兆宏陪同相关活动。

调研组先后到惠民县经济界
委员工作室、润龙风电装备制造
基地、渤海先进技术研究院、黄河
楼、滨城区亚光集团、中裕麦业、
无棣锂电研究院、祥海钛业、鑫动
能锂电科技有限公司、阳信县杨
振刚委员工作室、亿利源清真肉
类有限公司、鲁北文化产业园、邹
平山东铝谷、铝深加工产业园、高
新街道委员联络室、魏桥创业集
团轻量化基地、好生街道委员联
络室等处进行了实地调研。

调研组对滨州市政协协商监
督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调研组指

出，滨州市政协在完善协商监督机
制、创新搭建协商平台、充分发挥
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等方面，创造了
不少好经验、好做法、好典型，“建站
设日”“政协开放日”“界别沙龙”、专
项监督等都很有借鉴意义。希望滨
州市政协继续围绕中心大局开展协
商监督工作，构建多层次协商监督
载体平台，努力把协商民主贯穿到
政协履职全过程，提升协商监督工
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水平，
不断推动履职工作提质增效、焕发
活力，助力现代化富强滨州建设。

十一届政协以来，全市政协
系统围绕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
用，因地制宜搭建协商平台，创新
开展多种形式的协商监督活动，
在助力高质量发展、助推民生改
善中展现了政协担当。

杜建民参加活动。

省政协研究室调研组
来滨调研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李
淑霞 通讯员 吴晗垚 报道）11月
12日，滨州市“女性双创成才计
划”项目路演活动在市妇女儿童
活动中心举行。市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王晓娟出席并讲话。

现场，蔺飞飞、赵娜、杨丽媛等

10位女性创业者分别进行路演展
示，并获授滨州市创业创新巾帼人
才奖杯。王晓娟指出，希望广大创
业妇女抓住机遇，奋发有为，发扬

“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巾帼精
神，实现创业梦想，提升人生价值。

傅成栋、侯学锋参加活动。

我市举办女性双创
成才计划项目路演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樊
飞 报道）11月12日，市委宣传部
开展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精神主题党日活动。市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王晓娟参加活动。

王晓娟指出，学习好、宣传好、贯
彻落实好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
任务。全市宣传思想战线要按照市
委部署要求，全力以赴做好学习宣传、
研究阐释各项工作。要精心组织、统
筹安排全会精神的学习宣传，引导广
大干部群众全面系统学习领会全会
精神的丰富内涵和核心要义。

市委宣传部开展传达学习十九届
六中全会精神主题党日活动

●11月12日，副市长郝吉虎现场调研市城区老旧小区棚户区
改造项目。

●11月12日，副市长穆杰调度市体育局2021年度重点工作完
成情况。

●11月12日，2021年滨州最美职工暨职工职业道德建设模范
发布仪式在市工人文化宫举行。市政协副主席、市总工会主席商玉
昌出席活动。

●11月12日，全市“六个一”服务企业活动动员部署会议召
开。市政协副主席、市政府秘书长王进东出席会议。

标 题 新 闻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李
淑霞 王仪 通讯员 孔德芳 报道）
11月12日，滨州市乡村振兴“巾
帼好品”展销活动在市妇女儿童
活动中心举行。市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王晓娟参加活动。

来自各县（市、区）26家“妇字
号”企业的100多种“巾帼好品”亮

相现场，并通过线下展销、线上直
播相结合形式，提升“巾帼好品”
品牌价值，展示我市妇女参与乡
村振兴的创业创新成果。现场共
销售“巾帼好品”230余单，达成购
买或合作意向81个。

侯学锋参加活动。

滨州市乡村振兴
“巾帼好品”展销活动举行

在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上走在前，对滨州而言，就
是要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的现代化道路，加快建设黄河流域
高质量发展组群城市，以更大力度加
强生态保护修复，严格落实“四水四
定”，集约高效利用水资源，加速跨入

“黄河时代”，打造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滨州样板”。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是中央层面提出的五个国家战略
之一。习近平总书记这次到山东视
察，主持召开深入推动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要求
山东努力在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习近平总
书记的重要讲话立意高远、内涵丰
富，为我们指明了奋进方向、确立了
行动指南。滨州要进一步明确在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的
目标定位，突出在资源、区位、交通、
文化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坚定不移
推进新旧动能转换，以黄河元素赋
能高质量发展。

打造“滨州样板”，要突出生态
优先。加快编制国土空间、生态环
境保护等规划。加强环境污染系统
治理，推进实施新一轮“四减四增”
行动，深入开展挥发性有机物、秸秆
禁烧、扬尘专项治理，加大雨污分流
改造力度，推进污水处理厂提标改
造，集中攻坚、标本兼治，坚决完成
水、大气环境质量既定目标。强化
绿色低碳发展，认真落实新旧动能
转换“三个坚决”要求，严控“两高一
资”项目，严格实施产能、煤耗、能
耗、碳排放、污染物排放“五个减量替
代”，加快淘汰低效落后产能。优化
自然保护地空间布局，聚焦黄河三角
洲生态系统修复，以沿黄生态廊道建
设为核心，加强南部山区、北部沿海
地区生态保护，实施好沿黄生态廊道
建设、海岸带整治修复、滩区治理提
升等重点工程，加快推进67个省集中
开工项目建设，全面改善黄河三角洲
和渤海沿岸生态服务功能。

打造“滨州样板”，要突出集约
节约。滨州作为黄河流域的工农业

大市，属于严重缺水地区，人均水资
源占有量仅 265 立方米，是全国平
均 水 平 的 1/8、全 省 平 均 水 平 的
77%，被列为黄河干流水资源超载
区。要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
水定人、以水定产，加快推进节水工
程建设，抓紧实施农田水利水网建
设，加快实施水库增容改造新建、徒
骇河水系打通等工程，大力推进农
业节水增效、工业节水减排、城镇节
水降损和“中水回用”，提升水资源
保障能力。

打造“滨州样板”，要突出防洪减
灾。强化综合性防洪减灾体系建设，
提升水旱灾害应急处置能力。聚焦
今年洪峰防御过程中暴露出的河段
淤积、涵闸老化损坏、部分坝段高度
不够、根石不足等问题，立足“根治水
患、防治干旱”，加大河湖水库整治力
度，加快实施秦口河治理、漳卫新河
无棣段综合治理等重点工程，畅通水
系水网。深入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加
快城区雨污分流、排水防涝设施提升
改造，提高行洪排涝能力。

打造“滨州样板”，要突出文化
传承。扛牢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责
任，把黄河文化与孙子文化贯通起
来，强化黄河文化遗产保护和时代
价值挖掘，促进黄河文化研究阐释
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充分
发挥黄河文化纽带作用，深化与沿
黄省区文化旅游合作，高标准建设
黄河文化旅游带，加快推进蒲湖文
化创意产业园、黄河文化小镇等重
点项目建设，规划建设好临海、孙
子、红色文化旅游区，打造黄河文化
旅游融合创新示范区，讲好新时代

“黄河故事”。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做好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各项
工作，需要进一步完善领导机制、推
进机制、督导机制，层层压紧压实责
任，统筹协调配合，凝聚强大合力。
各级各部门要各尽其责、主动作为，
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确
保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各项工作推进好、落实好，努力交出
一份满意答卷。

努力打造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滨州样板”
——四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指示要求

本报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