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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单县

近日，位于单县李新庄

镇的绿健干豆角产业合作

社，一箱箱干豆角制品等待

运往北京、上海、广东、吉林、

辽宁等地。“从现在到春节，

干豆角每天都会出库销售。

我们的干豆角年销售量占到

全国该农产品干货市场的

80%以上，直接影响着全国

市场的价格走向。”合作社负

责人孟庆保说。

绿健干豆角农民专业

合作社成立十几年来，已开

发 出 干 豆 角 丝 、干 豆 角 颗

粒 、干 豆 角 段 等 一 系 列 产

品，种植、加工、储存、包装、

销售产业链实现年总产值

5000万元。

李新庄镇是全国“一村

一品”示范镇，瓜果蔬菜种植

及其加工产业“丰”景无限。

过去，李新庄镇种植的

鲜豆角储存保鲜时间短，卖

不上好价钱，也难以销往外

地市场。2011年，孟庆保成

立了专业合作社，结合南方

干菜制作方式，摸索出干豆

角制作技术。经过多次高温

杀菌烘干后，豆角由鲜变干，

具有安全卫生、颜色纯正、口

味自然、营养健康等特点，深

受消费者喜爱。

据了解，合作社对社员

种植、加工的干豆角收购价

为每公斤 36元左右，每年 6-
10 月是生产加工的黄金时

期，储存到冬季及春节销售

旺季的时候，销售价格为每

公斤 56-60元。目前合作社

吸引周边 500余户农户从事

干 豆 角 加 工 ，年 户 均 收 入

15-20万元。

该专业合作社被评为国

家级示范社。孟庆保先后被

评为菏泽市优秀新农人、山

东省齐鲁乡村之星。

据悉，李新庄镇大棚瓜

果蔬菜复种面积达到 4.5 万

亩，其中豆角种植面积 1.8万

亩，全镇豆角年生产量 5.2万

吨，总产值 2.1 亿元，干豆角

产业已经成为镇域经济发展

的支柱产业，为乡村振兴注

入源源不断的动能。

李新庄镇成立了干豆

角产业发展办公室，负责制

定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规划，

及时解决农业产业强镇发

展难题。

近年来，该镇整合各类

资金 1700余万元，持续完善

农业基础配套设施，疏通沟

渠 100余公里，新打机井 700
眼，修建乡村公路及田间道

路 60余公里、桥涵 260座，改

建田间供电线路 30余公里，

为干豆角产业发展提供强有

力的基础保障。

高乡店村发展豆角种植

大棚 1000座，种植面积超过

1800亩，从业者年人均增收

8000 元，全村 60%以上的群

众住上了楼房，家庭轿车拥

有量达 120余辆。“豆角种一

季，变干后能卖多半年，而且

价格翻几倍。”蔬菜种植户高

霞说：“这都是干豆角给我们

带来的好生活。”

目前，李新庄镇建设了

两处豆角交易市场，豆角年

交易量突破 5.2 万吨；蔬菜

保 鲜 库 储 藏 量 5000 吨 ，发

展农村电子商户 16 家，70%
的农产品实现线上销售，国

家级干豆角种植示范区实至

名归。

通讯员 刘厚珉

霜 降 已 过 ，万 物 枯

萎 。 单 县 蔡 堂 镇 河 滩 村

北的田野上，却呈现出绿

意盎然、生机勃勃的迷人

景象。

这里是河滩村党支部

领 办 合 作 社 种 植 的 荠 荠

菜，鲜嫩欲滴、叶肉丰满的

荠荠菜进入收获期。大冬

天里挖荠荠菜，在河滩村

已不是稀罕事儿。

去 年 ，河 滩 村 党 支

部 探索产业发展新路径，

所 领 办 合 作 社 成 功 引 进

荠 荠 菜 订 单 种 植 项 目 。

第 一 年 尝 试 即 获 得 大 丰

收 ，实 现 了 村 集 体 、合 作

社 、群 众 三 方 增 收 ，今 年

种 植 面 积 翻 一 番 ，达 到

460 多亩。

笔 者 走 进 荠 荠 菜 种

植区，就像徜徉在丰茂的

大 草 原 ，碧 绿 无 垠 ，丰 收

在 望 。“ 去 年 我 们 尝 到 了

甜 头 ，今 年 的 干 劲 更 足

了 。 这 样 的 订 单 农 业 项

目风险小，省工

省 力 省

时省钱还有大赚头。”村民

李保亭笑着说。

有了去年试种积累的

丰富经验，今年的荠荠菜管

理就显得得心应手，总产量

比去年有大幅度提高。合

作社负责人王建彪说：“去

年我们种了 200 亩，今年扩

种了一倍还多，又在蔡堂

村、杨平楼村‘飞地’种植，

看眼下荠荠菜这么好的长

势，亩均产量有望达到 2500
公斤，收入也会比去年增加

10%左右。”

近年来 ，荠荠菜成为

城市家庭和高档酒店的新

宠 ，享 誉“ 冬 天 的 稀 罕

物”。据悉，河滩村引种的

荠 荠 菜 是 经 驯 化 的 新 品

种，比野生的棵大叶厚，口

感更鲜美，而且是反季节

生产供需，身价倍增。每

年夏末种植，霜降后长成

收获，接着播种冬小麦，如

果加强田间管理，这种“晚

麦”与正常播种期的产量

质量几乎相当。

王建彪介绍 ，该品种

对土壤环境条件要

求不高，盐碱地块、

荒坡河滩、空宅基地等

均可种植，在肥水充足

的 情 况 下 ，亩 均 产 量 在

2000公斤以上。

河滩村与邻近的豫东

地区一家食品公司签订了

荠荠菜合同收购保底价，

去年是每公斤 2.4 元，今年

每 公 斤 增 加 了 0.6 元 。 王

建彪告诉笔者：“今年荠荠

菜的总产量预计超过 2000
万公斤，总产值可达到 340
多万元。”

从耕地、播种、除草、

浇水、施肥到收割、整理、

打 包 、装 车 、运 输 等 全 过

程 ，均 有 村 民 出 工 ，留 守

老人、妇女都成了家门口

的产业工人，年人 均 收 入

3000 元。“流转土地、务工

管 理 、合 作 社 分 红 ，我 们

老两口有了这三项收入，

小 日 子 就 过 得 富 裕

多 了 ！”村 民 刘 兴 翠

乐呵呵地说。

通讯员 刘厚珉

单县，大善之地、善人之薮。

《单县志》记载，善德之祖

单 卷（又 称 善 卷）居 住 单 县 ，

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善人之

一 ，其 嘉 言 懿 行 惠泽后世，影

响深远。

单卷所在的上古时代至今，

此域及其百姓崇文尚善，善人辈

出，善事不尽，善风蔚然。为官

者，广施善政、勤政爱民、廉洁自

律、兴利除弊、造福一方；为民者，

于家尊老爱幼、关心亲人，于外乐

善好施、见义勇为、恩泽桑梓。

单县历史文化爱好者王成

新认为，孝老尊师、爱亲近友、

扶贫济困、谦虚礼貌、立志勤

学、自强不息、诚实守信、严己

宽人、敬业尽职、清正廉洁、爱

国爱民、天下为公等传统美德，

在“善人”身上得到充分体现。

历代修撰的《单县志》所记

载的单县“善人”众多，其中 39
名颇具代表性，被世人景仰。

善德之祖、辞帝不受的单

卷；鸣琴而治、以德化民的宓之

贱；宵衣旰食、执政爱民的巫马

施；才华出众、忠孝两全的郄

诜；恤民疾苦、心系百姓的盖

苗；为官清廉、拒收贿赂的王

洧；父善子孝、一方楷模的李南

泉、李正春；扶危济困、忠孝传

家的朱应麟；捐资建桥、施谷赈

灾的马好学；买棺捐资、葬死救

活的申延龄；乐善好施、扶危助

困的徐进忠……

单县历史上，不仅修志铭

记“善人善事”，还以文庙、祠堂、

牌楼、石碑、亭阁、地名、家谱等

形式，刻画记载旌表其道德风

范，承传善风，启迪子嗣。

单县徐寨镇芳桂集村距今

已有 500 余年的建村史。原有

的吴氏功德牌坊为单县史上百

座牌坊中唯一旌表官员功德的

石坊，“文革”期间被损毁。

历史上，芳桂集村所记载

的贤德有数十人。吴克明是清

乾隆冀州五品官员，为政清廉，

百姓拥戴；清咸丰年间，石念洪

官至归德府府尹，廉洁为民，不

屈权贵，吞金自尽，其留下一世

清明和故土的破屋老宅，至今

仍被后人称颂和保存。

去年，吴氏后裔捐资捐物，

重修功德牌坊，命名为“善德

坊”，并将遗存 170 多年的吴家

祠堂修缮一新，展陈先人遗物、

先贤功德、家风祖训及革命英

雄事迹等。

单县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

惠正法认为，单县古代的善人

善事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但总

体上依然符合当今的道德价值

取向。如今我们感悟先贤善

举，对于培养人们的善心，形成

良好的社会风气，将起到潜移

默化的教育作用。

“我们要承续历史发展而

来的善文化，与时俱进，赋予新

的内涵，提升新的境界，使其在

新时代依然保持旺盛的生命

力、传播力，从而产生强大的影

响力、引领力，推动人类文明发

展不断进步。”惠正法说。

文/图 通讯员 刘厚珉

豆角由“鲜”变“干”身价翻倍
李新庄镇干豆角产业成为镇域经济发展支柱产业

荠菜引领致富路

善风善风，，从历史长河徐徐吹来……从历史长河徐徐吹来……

古代古代““善人善人””典范代表壁雕典范代表壁雕““披星戴月披星戴月””善政者巫马施塑像善政者巫马施塑像

杨楼镇苏门楼村杨楼镇苏门楼村““苏氏祠堂苏氏祠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