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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单县

本报讯（通讯员 刘厚

珉） “感谢你们热情、周到、

高效的服务，手续办理得很顺

利！”近日，单县建华农资门市

部郭经理拿到农药经营许可

证后，向单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工作人员表达谢意，并竖起大

拇指点赞。

当天，郭经理咨询办理农

药经营许可证的有关事宜，工

作人员根据《农药经营许可管

理办法》的要求，向申请人具

体解释了管理办法中关于办

理该证件的要求：农药经营许

可实行一企一证管理，一个农

药经营者只核发一个农药经

营许可证。

经过郭经理同意后，服务

人员打印出农药经营许可证

一次性告知书，一一向其解释

办理农药经营许可证所需要

的材料，帮助填报农药经营许

可证申请表，积极联系监管部

门对现场进行踏勘。

服务人员告知郭经理，根

据日程安排，现场勘查人员第

二天就会前往建华农资门市

部，按照相关规定核查经营场

所和仓储场所的面积是否与

提交中的面积一致、农药产品

是否与生活区域和饮用水源

有效隔离、查看管理制度是否

上墙；如果现场存在不符合要

求的地方，工作人员会当场对

申请人进行详细指导。

“农药经营许可一件事”

服务模式开展以来，审批办理

时 限 比 承 诺 时 限 平 均 缩 减

60%。

本报讯（通讯员 刘文

渊 刘峰） 近日，单县新联

会联合单县东大医院，在园艺

街道紫御东郡社区开展“同心

义诊——天使进社区 义诊

暖人心”活动，为居民送上家

门口的“健康礼包”。

活动现场，单县东大医院

医护服务人员为居民义务开

展血压血糖检测、眼科筛查、

心电图、B 超检查等项目，并

针对常见病、慢性病提供个性

化诊疗建议，发放健康知识手

册，普及日常健康保健知识，

助力居民“早发现、早预防、早

治疗”。

园艺街道志愿者协助医

护人员维持秩序，引导居民完

成各项检查，医护人员和志愿

服务者获得社区居民的一致

好评。

日前，在单县张集镇坐落

刘庄村的香菇棚内，产业工人

王小玲正在收摘花菇。花菇

为香菇实体在特殊环境下产

生的一种优等菇，因顶面爆开

花纹而得名，肉厚、细嫩、鲜

美，爽口感强，享有“菌中之

星”“香菇极品”的美誉。

据悉，张集镇菌菇产业基

地占地 160余亩，年可产菌棒

200余万个、日烘干香菇 2吨，

实现年产值 1040万元。该镇

筛选 7 个试点村建设 73 座层

架式产菇棚，由基地提供菌

棒、技术服务并统一回收产

品，棚年均实现利润 3 万元，

形成一批规模大、效益好、带

动性强的村级示范棚，辐射带

动效应不断增强，有力推动乡

村产业振兴。

通讯员 刘厚珉 摄

春耕时节，单县浮岗镇张

楼村村民谢协议家门前，购置

粪箕子的车辆吸引路人驻足

观看。

“随着农业机械化生产能

力和水平的提高，这种传统的

农家工具很少见了，但是轻来

轻 去 的 小 活 儿 ，还 真 离 不 开

它！”“用的少了，卖的也少了，

会条编手艺的人更少了！”“这

种手艺活儿也只有上了年纪的

人才干，年轻人嫌脏嫌累不会

干！”……众人纷纷议论道。

粪箕子也称粪筐子，是鲁

西南地区特有的农家条编器

具。20世纪 90年代之前，粪箕

子还是农家必备用具，可以装

运粪土、柴草、垃圾、庄稼等，单

人使用，肩膀挎起，脊背协力，老

少适宜，负重载多，方便快捷。

送走熟悉的买主，谢协议

接着编粪箕子，只见一根根光

洁坚韧的白蜡条于其手中上下

翻飞，大约两个小时，一只结实

美观的粪箕子就编好了。

今年 67 岁的谢协议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跟父辈学习

条编技艺，挥手弹指间过去了

40多个年头。如今，谢协议一

双巧手变得粗糙、布满老茧，却

将传统织造艺术变成打开财富

的“金钥匙”，心手相依“编”出

了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编制粪箕子看似粗糙低

劣，其实是精细的技术活儿，

既 要 手 劲 又 要 手 法 ，缺 一 不

可 ，手 劲 要 强 过 白 蜡 条 的 韧

劲，‘听话’的白蜡条经过一缠、

二绕、三固定才能成器。”谢协

议告诉笔者，编制一只粪箕子

要经过选料、打底、塑型、拧帮、

修整等十几道工序，而每一道

工序都讲究技巧和技法，尤其

考验从业者的毅力和耐心。

眼力要稳，底面要平，经纬

要搭配好，粗细要均匀，这样编

出来的粪箕子才能匀称好看、

扎实耐用，这是谢协议遵循的

基本准则。

如果没有其他事务的影

响，谢协议一个月能编制近百

只 粪 箕 子 ，收 入 不 少 于 2500
元，年总收入近 3万元。“依赖这

门家传手艺，我供给全家生活

开销，供养 3个孩子上了大学，

并成了家、立了业。”谢协议的

话透露出独有的自豪感。

如今，浮岗镇一带从事条

编行业的仅剩谢协议一人。虽

然粪箕子的使用量在逐渐萎

缩，但仍然在农村传统生产生

活方式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因此谢协议的粪箕子产销

量始终保持一定水平。“只要有

人需要就有市场，我会一直编

下去。”谢协议说，“这也是对非

遗手造文化的一种传承，不能

在我手里断了薪火！”

文/图 通讯员 刘厚珉

““高效办成一件事高效办成一件事””提升群众满意度提升群众满意度

菇菇““开开””致富花致富花 飘飘““香香””振兴路振兴路

劲手编器物劲手编器物 巧指传技艺巧指传技艺
———访单县浮岗镇张楼村条编手工艺者谢协议—访单县浮岗镇张楼村条编手工艺者谢协议

“健康礼包”送到居民家门口

春和景明，万物复苏。

眼下正是大棚芦笋成熟采

收期，单县高老家镇大棚有机

芦笋陆续抢“鲜”上市，走上千

家万户的餐桌。

4月 1日，高老家镇张庄村

芦笋种植基地，一株株青翠鲜

嫩的芦笋“破土而出”，笋农正

忙着采收、切割、装箱，准备发

往全国各地。

张庄村党支部书记石爱珠

拿起一把鲜笋，让笔者观其新

鲜模样，兴高采烈地说：“今年

春季气温高，芦笋长势好，丰收

已成定局，总产量会超过 3 万

多斤，产值 15万元左右，主要销

往北京、上海、广东等各大城

市，好东西不愁卖，订单不断，

天天涨。”

芦笋享有“蔬菜之王”的美

誉，食用、药用价值较高，一年

中可多次收割，种植效益高。

为了满足客户健康饮食需

求，单县高老家镇芦笋种植基

地共种植了 7座大棚的有机芦

笋，管理期间禁止施用农药，坚

持有机肥种植，芦笋的品质和口

感深受市场欢迎，不少外地的

客商慕名而来现场抢“鲜”。

客商王平义来自北京，与

高老家镇的笋农打交道多年。

“这里的芦笋，口感爽脆、清甜，

无公害，营养高，可以生吃，凉

拌、清炒、煲汤更好，深受北京

酒店的欢迎。”王平义说。

笔者采访的 1 个小时中，

王平义高价收购了 300多斤鲜

笋。“抢先就是抢‘鲜’，还要抢

先发到市场，明早就能摆上市

民的餐桌，抢‘鲜’才能抢出‘好

价’。”王平义的合伙人朱明东

乐呵呵地说。

高老家镇种植芦笋已有 20
多年的历史，不仅为村集体带

来可观的经济收入，也给辖区群

众提供就业机会、增收平台。

石爱珠介绍，基地每天安

排 20余名村民，一大早就要进

棚采收，然后经过包装、冷链运

输，确保新鲜上市。

近年来，单县大力调整农

业产业结构，积极推广发展芦

笋、罗汉参、黄桃、香瓜、蜜桃、

黄金梨等新优特色产业发展，

通过探索高质高效栽培技术、

创建优质示范基地、开展全产业

链技术指导等，促进村集体及农

民持续增收致富，在乡村产业振

兴大道上抢“鲜”争“优”。

通讯员 刘厚珉

芦笋抢“鲜”上市，特色产业促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