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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后新青年张敬浩带领乡亲共奔致富路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张芊）作

为凤城街道张寨村的主导产业，木
耳种植技术的发展是该村村民关
注的“头等大事”。90 后新青年张
敬浩作为张寨村木耳种植的“新兴
力量”，面对新技术，他不断学习并
积极分享给村民们，带领大家共同
致富。

张敬浩，1991 年出生，凤城街
道张寨村人，中共党员，2016 年毕
业后便回到家乡，投身于木耳种植
事业。“在我们张寨村，毛木耳每年

十月份开始种植，次年五一前后就
可以收获。那时候全国各地的经
销 商 都 会 来 这 儿 大 量 收 购 毛 木
耳。”张敬浩向记者介绍道。

目前，张寨村食用菌种植面积
为 1500 余亩，种植户数 260 余户，
其中种植大户 20 万袋以上的有
103 户，产品销售经济人 95人。张
敬浩作为张寨村种植木耳较为年
轻的一辈，不仅谦卑努力，经常和
老一辈的种植户讨论请教种植方
法，而且认真好学，面对新技术的

出现，积极了解并分享给村里的种
植户。

“之前都是纯手工种植，但随
着科技发展，木耳种植也会用到电
脑等高科技电子产品了。”张敬浩
和记者交谈道，“因为我年轻，所以
平时对于种植的一些新技术和新
知识我都会积极主动地去学习，等
自己学会了再分享给大伙儿。”

不仅如此，张敬浩通过提供大
量的岗位，促进了周边群众再就
业。“我们这儿的工作不是很复杂，

通过一定的教学就可以上手实操
了。而且工作离家近，大伙儿工作
完 也 不 耽 误 回 家 休 息 与 照 顾 家
庭。”张敬浩说。目前，张敬浩每年
约带动周边群众30余人就业。

未来，张敬浩想通过不断地学
习将本村的毛木耳销量再次提升，
同时不断发展如平菇、羊肚菌等食
用菌种植。张敬浩表示，希望通过
自己的努力带领张寨村村民走上
致富道路。

范楼镇邓庄村毛豆喜丰收村民采摘忙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杨斌）连

日来，范楼镇邓庄村田间地头成片
的毛豆叶铺满了田垄，串串青绿的
毛豆挂满枝头，村民们忙着采摘，脸
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这些毛豆是今年 4 月中旬种
植的，种植毛豆投入低、周期短、收
效快，加之毛豆营养丰富，市场需求
量大，种植日常管理简单，产量比较
稳定，种植时间 3 个月左右就可以
收获。自家种植的30多亩毛豆，按
照目前的市场行情，每亩产值可达
四五千元。”种植户秦玉容说道。

毛豆种植和采收期间需要大量
劳动力，可以带动周边村民务工，小
毛豆摇身一变，成了带动群众致富
的“小金豆”。“我摘毛豆平均每天的
收入都在七八十元，多的时候可以

拿到一百多元，家里没有农活我都
会过来。”村民李女士一边采摘毛豆
一边说。

秦玉容告诉记者，这些毛豆在
种植之前，就和位于淮海经济区中
央厨房产业园内徐州满春食品有限
公司签订过合同了，采收下来后直
接销售给公司，下一步也会根据企
业需求，种植一些土豆、西蓝花等蔬
菜。由于是直接销售给企业，不仅
卖得快，还能卖个不错的价格。

为了提高土地利用率，范楼镇
坚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根据当地
的地理气候特征和市场需求，引导
农户有序种植羊肚菌、毛豆、土豆、
西蓝花等农作物，实现一年多茬种
植模式，在提高土地利用率的同时，
也进一步提高了农民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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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杨进
博 吴尘）4 年军旅生涯，20 余
年工程建设，一路风生水起，却
在45岁这年突然转入“云仓”新
赛道，以敢为人先的勇气和实
干担当的精神打开助农上行、
促工下乡的新局面，这就是退
役军人马云晖的精彩人生……

丰县云仓供应链管理公司
总经理马元晖告诉记者，云仓
是电商产业下游和快运资源整
合衍生的行业，是专门解决电
商行业仓储及发运的服务商。

谈起云仓管理模式马元晖
滔滔不绝，多年来，从考察到学
习再到运营、管理，马元晖对踏
入的这块新领域不断探索、深
耕，凭着一股韧劲和吃苦好学
的精神，他逐渐从一个“电商小
白”成长为样样精通的“行家”。

环顾整个仓库，化妆品、食
用品、生活用品一应俱全，其中
有一个区域摆放着牛蒡酱、山
药面条等本地及周边的农特

产。马元晖说，推动农产品上
行、助力工业品下乡是他创建
云仓的初衷。家乡丰县是农业
大县，自云仓运营以来就搭建
了“电商平台+云仓+企业+基
地+农户”的运营模式，持续优
化物流体系，升级冷链配套服
务，降低物流价格，不断克服农
产品存储难点、堵点，为农特产
品销售保驾护航，助力本地企
业降本增效。

创业之路难免遭遇坎坷，马
元晖直言创业初期遭遇三年疫
情，面对货物堆积、厂家撤资等
一系列问题也曾愁眉不展，但
部队生涯给与他最好的后盾便
是不服输的精神和持之以恒的
耐力，即便全年无休也要用优
质服务给客户一个交代。

如今低谷已过，经济持续向
好，丰县云仓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也奋起直追，和多个品牌
方达成合作，未来的规划和发
展蓝图也更加清晰。

勇辟新域助农销
实干担当开新局

华山镇赵屯村垃圾分类引领乡村新风尚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杨进
博 吴尘 王昶杰）今年以来，华山
镇的赵屯村、赵刘庄村等 4 个村庄

先 后 被 列 为
垃 圾 分 类 试
点村，标志着
华 山 镇 以 赵
屯 村 为 代 表
的 各 个 村 庄
逐 步 进 入 村
庄 垃 圾 清 理
整 治 工 作 的
新阶段。

华 山 镇
赵屯村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已有7个
年头，从户户通到村村亮再到村庄
垃圾清理整治，该村人居环境整治

始终走在前列。干净整洁、环境优
美、乡风文明的景象在赵屯村已逐
步成为现实，居民百姓的幸福指数
日益提升。

村民告诉记者，村子近年来的
变化日新月异，水泥路“户户通”、新
能源路灯“村村亮”、村内坑塘沟渠
整治一新，茶余饭后坐在新修建的
小广场上“赏湖看景”，成了新风尚。

今年以来，赵屯村被列为华山
镇垃圾分类试点村，目前村里已配
备垃圾分类点、专业保洁员和垃圾
分类运营车，分类垃圾桶也被陆续
安置在各家各户门口，保洁员定期

到每家每户收集垃圾送往指定分
类点进行垃圾清理回收。

为了让垃圾分类工作有效持续
推进，赵屯村党支部书记王宝军带
领村干部多措并举开展垃圾分类
宣传工作，营造垃圾分类的良好氛
围，将村庄垃圾清理整治工作推向
新高潮。垃圾分类动员会、应急广
播科普分类知识、入户发放宣传单
……多样化宣传让垃圾分类概念逐
渐深入到家家户户。王宝军告诉
记者，下一步村里还将开展垃圾分
类积分兑换活动，激励村民养成垃
圾分类的良好习惯。

退役军人马元晖从“电商小白”
成长为“行家里手”

顺河镇蔡庄村深入推进垃圾清理整治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路硕

赵雯慧）顺河镇蔡庄村坚持把美丽
乡村建设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重要抓手，直面“脏乱差”问题根
源，做到问题及时发现、及时整改。
随着村庄垃圾清理整治深入推进，
蔡庄村发生了巨大变化，“路净了、
景美了”是群众最真切的感受。

“以前这里是泥地，现在都铺上
了地砖，吃完饭到小凉亭和邻居们

聊聊天可好啦”。说起村庄整治后
的变化，村民王春华笑得合不拢嘴。

蔡庄村结合人居环境专项整治
对村内的臭水坑进行了治理。蔡
庄村党支部书记蔡承林介绍，村两
委通过清污除淤、铺设地砖、栽植
向日葵、加装木制栏杆等工程来改
善废弃坑塘的环境。现在，坑塘焕
然一新，已成为群众饭后散步的好
去处。

“自从村里开展垃圾清理整治
以来，村里的面貌越变越好，路面
变整洁不说，大家也自觉将垃圾扔
进垃圾桶，养成了每天打扫院子的
好习惯。”蔡庄村村民李殿君说。

蔡庄村以“美丽庭
院”创建与“积分制”相
结合，形成人人参与、
户 户 清 洁 的 创 建 氛
围。“我们制定了详细
的兑换制度和规则，为
各家各户制作了积分
卡，村民可用自家累计
的积分兑换物品。小
到牙膏、牙刷、肥皂，都
有根据商品价格制定
的‘积分’标签，让大伙
儿根据自身需要进行兑换。”蔡庄
村党支部书记蔡承林介绍说。

下一步，蔡庄村将持续开展村

庄垃圾清理整治行动，进一步打造
文明、干净、整洁、优美的人居环
境。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王锦飞）
“现在正在画的是牡丹，主题是花
开富贵，大家比较喜欢，这是 4 尺
的，属于‘大写意’……”近日，在梁
寨镇程子书院中的听松轩书画院
70 岁老画家李家玉一边画画一边
对记者说。

李家玉，号听松轩，1953 年 10
月生，丰县梁寨镇大王楼村人，江苏
省著名画家，自幼酷爱书画艺术。
李家玉的作品被中央电视台、上海
博物馆、徐州市政府等单位收藏。

2006 年李家玉参加文化部举
办的民间工艺品展，其作品荣获金
奖，其中有俄罗斯、韩国、新加坡等
十三个国家参展；2020 年，李家玉
参加香港国际华人书画艺术展，作
品《故乡情》和《一览众山小》获一
等奖；中国邮政和中国集邮中心采
用李家玉二十四幅作品专门做了
一套邮册，作为国礼典藏发行；同
年其被徐州民间工艺家协会和江

苏省花鸟画研究会吸纳为会员，被
国家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评为高
级美术师。

2022年，退休在家的李家玉在
市、县、镇政府以及文化部门各级
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下，筹建听松轩
书画院。李家玉说：“当时回家发
现当地书画爱好者比较多，距离程
子书院、状元碑也很近，文化氛围
比较好，就有筹建书画院的想法，
方便大家交流学习。”目前书画院
吸纳了书画爱好者、诗人、作家 52
名会员。书画院定期进行文化交
流和书画艺术探索，意在提升本地
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软实力。

对于书画院未来的发展，李家
玉对记者说：“接下来我们将开直
播，利用互联网把会员们的作品都
推出去，不能将这些老师的作品埋
没在家里。同时我们也想把文艺
作品推进万家，让老百姓买得起、
画得起，把书画文化传承下去。”

画家李家玉的艺术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