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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香、阳光玫瑰、维多利
亚……深秋时节，在枣强县唐林镇
的土地上，成方连片的温室大棚让
人目不暇接，品种多样的葡萄让人
唇齿留香。

近年来，唐林镇立足果蔬产业
基础优势，持续推进果蔬设施建设，
通过“一户带多户、多户带全村”的
模式，大力发展果蔬种植，建设葡萄
交易中心，打造唐林果蔬品牌，形成
了独具特色的大棚果蔬产业，拓宽
了群众增收渠道，为全县设施农业
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科学管理 增产增收显成效

在唐林镇阳光玫瑰精品园区
内，一座占地25亩的联拱棚格外
引人注目。棚内一排排葡萄秧整齐
排列，在条条铁丝的捆绑下摆出了
独特造型。“这种架秧方式叫‘飞鸟
架’，葡萄枝条架在上面像鸟张开翅
膀一样，在葡萄生长期间可以更好
地把营养供给果实，也更利于采摘
与日常维护。”恒丰家庭农场的负责
人李保顺介绍，这种架型是从安徽
省学来的。

唐林镇政府坚持抓精细、谋提
升，不断改良葡萄品质。
在政府的支持下，
种植大户外出
参观学习，不
断改良种植
技术与管理
方法，减少、
杜绝化肥和
农药的使用，
提高了葡萄的
品质和市场竞争
力。

“这两年开始种阳光玫瑰葡萄，
我发现仅凭经验远远不够，还需要
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设施，为此我引
进了控温系统和自动化灌溉设备，
葡萄的品质和产量都有了显著提
升，每亩地能收入4万元以上，这是
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李保顺对此感
触颇深。

村民们看到李保顺种葡萄致了
富，也纷纷加入进来，村里的葡萄大
棚渐渐多了起来。李保顺作为村里
种植大户，自愿当起了“技术指导
员”。从搭棚到选苗，再到栽种与日
常养护，李保顺把他那一套方法倾

囊相授，毫无保留。他穿梭于各家大
棚之间，手把手地教大家如何调控
温湿度、如何防治病虫害。在他的帮
助下，村民们种出的阳光玫瑰葡萄
颗粒饱满、品相上乘。

2023年，唐林镇立足实际，结
合土地资源现状，重点打造阳光玫
瑰精品园区，搭建集种植、管理、销
售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扩大阳光
玫瑰种植规模，实现年产30万斤，
带动当地就业50余人。

政策扶持 多措并举促销售

酒香也怕巷子深。种出了好葡
萄，如何能够卖得更好？唐林镇为此
积极探索。

唐林镇在果蔬示范区内
设立了葡萄交易中心。这
一场地已成为采购商和
种植户之间的重要交易
场所。在葡萄采摘季
节，采购商们会提前来
到这里等待，种植户则
将采摘好的葡萄运到这
里进行交易。

同时，镇里还积极联系外
地客商，与江苏知名葡萄经销商、石
家庄北国商城和信誉楼超市等大型
果蔬批发商或连锁商场对接，签订

合作协议，确保果蔬的稳定供应
和销售。位于园区的河北健翔
农业公司与北京京鲲农业公
司达成合作意向，园区产品
直销北京市场。恒发家庭农
场与晋州一家外贸企业达成
合作，唐林镇的阳光玫瑰销到

了国外市场。
“每年我的葡萄接近成熟的时

候，采购商就来了。他们吃住在我
家，有的一住就是半个月，方便密切
关注葡萄长势。”李保顺自豪地说
道，采购商甚至还帮助他们采摘葡
萄，为的是抢到品相最好的。

为了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唐
林镇还积极推动葡萄产业的多元化
发展。除了传统的鲜食葡萄销售外，
政府还鼓励和支持种植户们尝试葡
萄深加工，并对成方连片的自建设
施给予资金上的支持。同时，在金融
信贷、用地保障、企业税收、两品一
标认证、科技创新补助、果蔬加工园
区建设、果蔬经营主体扶持等方面
给予优惠政策。

“目前建有一个仓储中心，一个
物流中心。下一步规划葡萄深加工
的场地，做大做强唐林镇葡萄产业，
进一步拓宽葡萄销售渠道。”唐林镇
党委书记王殿勇说道。

品牌打造 特色产业结硕果

唐林镇非常注重品牌建设。
2022年，注册“汉唐龙珠”（维多利
亚葡萄）和“唐仙紫”（玫瑰香葡萄）
两个商标。今年在唐林镇大卜罗葡
萄种植示范区全部定植了玫瑰香、
夏黑葡萄。

走进种植示范区，连片的葡萄
大棚映入眼帘。棚内一排排葡萄秧
苗宛如孩童般恣意舒展着身躯，散

发着勃勃生机。阳光透过透
明的薄膜洒在每一株秧
苗上，斑驳的光影为
棚内增添了几分诗
意。

“为了确保葡萄
的品质，我们从辽宁
引进了优质种苗，采

用先进的种植技术和科
学的管理方法，从土壤改良、

病虫害防治到灌溉施肥，每一个环
节都严格把控，力求做到精细化、
标准化。”示范区负责人南鹏说，

“做示范就要做好，不能砸了品
牌。”

除此之外，唐林镇还积极组织
种植户参与全国各种优质葡萄评选
活动，加强与抖音、快手等直播平台
经纪公司对接，打响“唐仙紫”和“汉
唐龙珠”葡萄品牌。

如今，唐林镇的葡萄已经声名
远扬，成为市场上的香饽饽。每当葡
萄成熟的时候，来自各地的采购商
和游客都会纷至沓来，争相品尝和
购买这里出产的优质葡萄。“唐仙
紫”和“汉唐龙珠”已经成为唐林镇
葡萄的代名词。

“全镇葡萄种植面积共3400
亩，年产值约0.9亿元。接下来，我
们将继续坚持‘以点带线、以线带
面’的工作思路，持续发展壮大优
势特色果蔬产业，推进农产品提质
增效，优化仓储、物流、营销等商品
化处理，进一步扩大‘果蔬之乡’品
牌影响力。”展望未来，王殿勇信心
十足。

（本组照片崔朋玮摄）

小葡萄“串”起大产业
——枣强县唐林镇葡萄种植见闻

本报记者 王铮

本报讯（记者孔颖）10月30日，衡水市
妇联、衡水市司法局、衡水市婚调委、桃城区
中华大街街道办事处举办中华大街街道社
区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室授牌仪式。

活动为中华大街街道21个社区婚调室
进行授牌，由市婚调委全面入驻，实现中华
大街街道社区婚调室全覆盖，进一步延伸了
婚调工作触角。社区婚调室的成立，构筑了
婚姻家庭矛盾纠纷的“第一道防线”，进一步
推动、完善、规范了婚姻家庭纠纷多元化解
决机制。社区婚调室将以“预防+治疗+回
访”的工作模式，提升社区居民经营婚姻家
庭的能力，将婚姻家庭矛盾纠纷化解在基
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全力维护家庭和谐，促
进社会稳定。

授牌仪式结束后，婚调员代表与各社
区负责人进行交流座谈。市婚调委主任王丽
详细介绍了婚调室的主要职责、人员构成、
调解方法、调解模式及服务领域的发展现
状，就社区出现的典型婚姻家庭纠纷案例进
行深入探讨。

市妇联相关负责人表示，婚姻家庭矛
盾纠纷预防化解工作是妇联组织的一项重
要工作。近年来，市妇联准确把握婚调工作
规律特点，切实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促
进家庭和谐稳定。妇联将进一步加强协同联
动，推进婚调室的建设，打通基层婚姻家庭
调适服务“最后一公里”，及时妥善化解婚姻
家庭纠纷，以家庭和谐促进社会稳定，为建
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衡水贡献力量。

桃城区中华大街街道：

建立婚调室21个
实现社区全覆盖

本报讯（记者赵益彬 通讯员刘世泰）
安全重于泰山，为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提
高员工的安全生产意识和应对突发事件的
能力，近日，滨湖新区市政管理服务中心组
织专家团队对衡水湖污水厂所有员工开展
了一次全面的安全生产培训。

培训会上，来自安全生产领域的专家
先通过近期发生的一些安全事故及发生在
污水处理行业的一些安全案例引入，从安
全生产的基本知识到全员的安全责任、权
力入手，再到安全用电、道路交通安全、作
业安全三方面进行了分析讲解，让大家对
安全生产有一个全新的理解，走出之前认
知误区，加强了重视。随后专家团深入一
线，根据污水厂的现况，与现场管理人员进
行了隐患分析。通过对危险化学品、有限空
间、机械设备管理等问题进行详细分析，专
家要求加强现场制度、标识的管理，必须把
安全管理工作落到实处。

当日，还重点围绕有限空间作业管理
要求、人员培训、安全交底等方面开展有限
空间作业和污水厂现场安全检查，对污水
厂有限空间管控提出明确要求。要求做到
抓细节查隐患，落实整改并及时复查，保证
现场安全。

此次培训活动的开展，不仅提高了员
工的安全意识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也
为污水厂的安全生产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大家纷纷表示，通过培训深刻认识到了
安全生产的重要性，掌握了更多的安全知
识和技能，将在今后的工作中严格遵守安
全操作规程，共同营造安全稳定的工作环
境。

滨湖新区：

组织污水厂员工开展安全培训
提高应对突发事件能力

李保顺在棚内修整葡萄秧李保顺在棚内修整葡萄秧。。

阳光玫瑰葡萄架阳光玫瑰葡萄架。。

玫瑰香葡萄大棚玫瑰香葡萄大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