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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张康 通
讯员 王晓 报道）近日，在我市全面完成
先导区基础数据普查工作基础上，滨州
市海洋与渔业局开始着手对普查成果

进行开发应用，对滨州市海洋防灾减灾
综合业务数据库开发项目进行了公开
招标。最终，广东蓝图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成为项目中标方。

据悉，此项目建设内容主要是数据
库的建设和数据库间的接口开发工
作。具体包括基础地理数据库建库和
减灾业务数据库建库，可实现相应数据
格式的统一和多源数据的储存和管
理。同时，对海岸线、水深、DEM（用一
组有序数值阵列形式表示地面高程的
一种实体地面模型）、遥感影像等基础

地理服务接口和滨州土地利用、典型承
灾体、海堤、避灾点、敏感资源、风险源、
人口分布等减灾业务服务接口进行软
件开发。

据了解，由于项目数据格式与来源
口径众多，系统将对其进行标准化空间
矢量化处理（用直线和曲线来描述图
形，通过数学公式计算获得）、镶嵌、匀
色等一系列处理，并统一入库，进行符
号化和制图，从而形成各种专题的数据
成果再进行发布和应用。另外，通过数
据库接口开发，将可实现滨州市海洋防

灾减灾综合业务数据库与滨州市海洋
防灾减灾综合管理系统对接。

此项目是滨州市海洋防灾减灾综
合管理系统的基础，将基于“一张图”框
架及结构进行展示，为整个系统提供数
据支撑，使其有效运行，为海洋防灾减
灾工作科学辅助决策，进一步加强海洋
灾害的全过程管理。项目建设周期 5
个月，3个月内完成系统开发并开始上
线试运行。

海洋防灾减灾综合业务数据库完成招标

立冬时节，寒风渐起，田间
万物悄然凋零，而无棣县车王镇
东屯村的药菊种植基地却是另
一番景象。30 余亩药菊傲然盛
放，伴着淡淡的菊香，连章家庭
农场的员工正忙着采收菊花。

无棣县车王镇东屯村村民
吕连章，在省派“第一书记”引导
下，在村南盐碱地上试种药菊喜
获成功，引得各地客商纷纷来赏
花抢购。今年药菊亩产鲜花
1000 公斤左右，每公斤价格在 8
元—10元之间，亩纯收入6000元
以上。图为一位游客在药菊地
里留影。（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
员 高士东 刘连坤 摄影）

药菊开出
富裕路

滨州日报/滨州网沾化讯（通
讯员 王新刚 林源 报道）近日，笔
者在沾化区下河乡青城村大棚冬
枣园里看到，枣树上基本没有了
枣，被冬枣压弯的树枝像是完成了
使命，变得挺拔起来。据该乡冬枣
办主任初泽星介绍，今年 6000 亩
冬枣大棚结果600万公斤，平均每
公斤6元，枣农收入3600余万元。

近年来，下河乡立足地处黄河
故道的区位优势，引导群众发展大
棚冬枣等特色林果产业，发展起以
青城村、东张村、庞家村为中心的
大棚冬枣种植专业村，群众收入逐
年增加。

在鼓励群众发展大棚冬枣的
同时，下河乡做好技术指导和服
务，定期邀请区冬枣办专家到田间
地头讲解大棚冬枣管理技术，帮助

联系购买建大棚用的棚膜、竹竿等
物品。为让冬枣树喝上黄河水，下
河乡每年投资七八百万元实施水
利工程疏浚沟渠，投资300万元修
建的三兴村扬水站让中西管区10
几个村收益。实施高标准农田项
目和农业开发项目，把柏油路修到
冬枣园里，枣农采摘方便了，前来
旅游采摘的游客也多了。

部分人富了不算富，群众都富
了才算富。下河乡还积极帮助建档
立卡贫困户因地制宜发展大棚冬
枣，使他们不但脱了贫，还成为“传
帮带”的技术能手。“大棚冬枣是我
们的支柱产业、富民产业、特色产
业，我们不但要壮大种植规模，更要
做大做强，使大棚冬枣成为群众增
收的‘摇钱树’。”下河乡乡长王敏
说。

6000亩大棚冬枣丰产丰收

下河乡枣农今年收入
突破3600万元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张康 通
讯员 张再胜 李文文 报道）如今，沾化
冬枣采摘、销售都渐入尾声，有的能够
卖出百元一斤的“天价”，有的2元钱一
斤仍无人问津，那么到底优质冬枣是怎
么种出来的？

在冬枣专家姜玉祥看来，原有种
枣、卖枣模式已经无法跟上冬枣产业的

发展步伐。就今年看来，必须要用销售
来引领种植，才能促进冬枣产业的再进
步。每次交易完成，姜玉祥都会把每一
个客户的信息保存下来并进行回访，从
反馈中研究把握客户需求和市场方
向。在姜玉祥家中可以看到，客厅里除
了满满的奖杯、证书，最引人注目的还
是那厚厚一摞写了十几年的“种枣日
记”。

姜玉祥的枣园里用的是粘虫板和
诱虫罐，不用农药，不用激素，让客户能
吃到放心的绿色有机冬枣。据悉，姜玉
祥一共有 15 亩枣园，全部按照每亩小
于 110 株的标准进行疏密间伐。亩产
在1500至2000斤之间，平均可以卖到8
元钱一斤，产量虽然低了，高质量却让
收入得到了保障。

今年以来，下洼镇以推进“新六产”

为目标，创新开展“沾化冬枣供给侧改
革，下洼在行动”系列活动，推动冬枣产
业转型升级。“只有真正转变种植方式，
加强优质供给，冬枣才能卖出好价钱，
老百姓才能感受到切实的利益。消费
者对鲜果品质的要求不断提高，预示着
冬枣产业以市场价格倒逼种植模式改
进的新时代已经到来。”该镇党委书记
郭良询说。

以市场销售趋势倒逼种植模式改进

沾化冬枣加快向品质跃升新时代迈进

“齐鲁乡村之星”是山东省给予职
业农民的最高荣誉。今年我市有 7 人
荣获此称号，创历史新高，其中1989年
出生的李灵龙是这 7 位中年龄最小的
一位。

从北京辞职，回乡做起
苗木网络销售

李灵龙出生于惠民县皂户李镇。
2006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北京一家公
司从事打字工作，枯燥的工作内容、较
低的薪资待遇和公司地段偏僻带来的
信息阻塞，让对未来满是憧憬的李灵龙
十分压抑。

提到创业，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老
家的树苗。“我就想能不能从树苗销售
入手，用我学过的网络知识，帮助大家
在网上销售树苗，同时也达到创业的目
的。”

李灵龙将想法告诉了家人，家人的
反对在他的预料之中。“他们没有接触
过网络，觉得不靠谱，我能做的就是慢
慢跟他们沟通，同时做出点成绩来证明
自己。”带着沉重的压力，他开始了苗木
销售经纪人的旅程。

2008年下半年，李灵龙开始从网上
发布苗木销售信息，并逐步通过报纸、
电台等渠道加大宣传力度，慢慢建立起
皂户李镇苗木销售网络。“我们不缺好
的苗木，缺的只是一个完整的销售途
径，散买散卖终究收益有限，必须跟上
国家政策导向，跟上市场需求。”2008到
2010年期间，他把目标瞄准了北上广，
不但顺利打开了市场，还得到了政府农
林部门的重视和支持。

发展林下经济，破解资
金周转难题

2010年，他牵头与两位朋友一起成
立了山东宏邦景观苗木销售有限公
司。为避免出现苗木质量参差不齐等
问题，他们流转土地 3000 亩建设了高
标准苗圃基地，准备从“收销”扩展到

“产销”，然而高质量苗木的培育是需要
时间的，这让他们的资金周转面临巨大
考验。

为缓解这一问题，李灵龙和朋友在
全国各地考察，终于找到了解决办法
——发展林下经济。“我们的苗木主要
以白蜡为主，这种树苗比较喜欢湿润的
环境，黑木耳的生长正好适合这个环
境，再加上苗木修剪下的碎料可以成为
培育黑木耳的材料，这样成本上又节省
了很多。”木耳的种植很成功，销路也很
好。在此基础上，他又开发出干木耳、
速食木耳等产品，资金问题迎刃而解。

成立合作社，带领乡亲
奔小康

公司发展顺利，李灵龙开始思考如
何带领乡亲一起富起来。2013年，他担
任了山东省惠民县前找李苗木种植专
业合作社会长和山东省惠民县皂户李
苗木协会理事长，带领平均年龄仅 28
岁的 200 名社员组成了一支年轻的苗
木营销团队。合作社以繁育推广优良
花卉、苗木为突破口，采取“合作社+基
地+农户+市场”经营模式，带动了一方
百姓致富奔小康。

2017年3月，李灵龙的公司更名为
惠民县弘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几年
的时间里，李灵龙掌握了白蜡、国槐、榆
树、柳树、刺槐、柽柳等多种树木的管理
种植技术，也通过合作社经营摸索实

践，形成了前找李合作社独特、行之有
效的经营模式。即合作社无偿提供苗
种、管理技术，分片承包给社员，按要求
进行种植和田间管理的苗木在质量上
得到了保障，按比例分成让会员们在收
入上得到了保障。流转土地后，再聘用
收入较低的土地所有人进行田间管理，
不但有效解决了村民的收入问题，还达
到了精准扶贫的目的。

仅 2016 年，合作社种植绿化苗木
就达 2000 万株，实现销售收入 2.3 亿
元。2013年以来，通过土地流转返租倒
包等形式，带动千余农民增加收入，产
值从年1000元/亩提高到了年5000元/
亩。

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提
升苗木产业品质、模式和档
次

现在，公司以及合作社已经实现了
苗木品种多样化并不断提档升级，采用
了移植成活率高的高端容器苗新型培
养方式，同时加强了花卉苗木的外观造
型创新设计，并嫁接上了物联网。

今年，李灵龙流转土地 2500 亩规
划建设弘邦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建
成后，将成为鲁北地区最大的环渤海绿
色生态环保农业产业园，这也将大大改
善惠民乃至山东区域的苗木产业的品
质、模式和档次，有着显著的经济、社会
和生态效益。另外，园区内的苗木都将
加注二维码标识接受客户和大众的监
督。

在林下经济方面，他介绍，下一步
还将做大林下循环经济，利用苗木枝丫
材等下脚料加工成菌棒种植木耳，菌棒
用完后作为容器苗肥料，形成“林生草
—草养禽—禽粪为苗木提供养料”的良
性循环模式。

从苗木经纪人到行业发展顶梁柱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张康 通讯员 马耀辉 王楠

11月12日，在博兴县湖滨镇鲁
王村，村民在收获中草药材“丹参”。

鲁王村立足当地实际，把中草
药材种植作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助农增收的一项主要措施，大力发

展订单中草药种植，现已发展丹
参、黄芩、芜菁等中草药材 300 余
亩。据了解，订单中草药种植效益
是传统农业种植的两倍。 （滨州
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陈彬 摄影）

“订单中草药”助农增收

“长满冬枣时枣树枝繁叶茂，
现在进入冬季，就需要给枣树施基
肥补充营养。”沾化区下洼镇西孙
村种枣能手孙观朋说。

及时施肥可以给枣树补充能
量，提高枣树抗寒、抗冻、抗病能

力。短枝冬枣之所以难管理，就是
因为抗病能力差、存活率低，而施
肥可以减少短枝损伤率，提高存活
率，确保来年丰产丰收。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张康
通讯员 蒲怡瑄 摄影）

冬枣树吃上“营养餐”

滨州国家海洋减灾先导区建设系列报道(二)

海上滨州海上滨州

依法管理海洋依法管理海洋 科学发展渔业科学发展渔业

滨州日报/滨州网邹平讯（通
讯员 陈振 马瑶 报道）乡村美不
美，既要看“颜值”，更要看“内
涵”。近年来，邹平县黛溪街道立
足产业、区位优势，把美丽乡村建
设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抓手，
与产业发展、农民增收和民生改善
紧密结合，大力推进农旅融合，着
力改善农村环境。

据了解，按照美丽乡村建设规
划，黛溪街道对张高、成五、聚和三
村进行试点打造，完成了对试点村
庄的硬化、亮化、美化、净化的改造
提升。借助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行
动，街道投资 360 多万元，对城西
社区的韩坊、十里铺、聚和、成五等
六村进行连片打造，配套完善村内
基础设施，整治村内生活环境，村
容村貌有了较大提升，切实打造了
一条城西美丽乡村观摩带。

美丽乡村建设助推了当地特

色旅游的发展。黛溪街道张高村
面对旺盛的旅游市场，充分发挥有
水杏种植传统的优势，结合美丽乡
村建设，积极建设配套设施，游客
接待中心、杏花广场、停车场、商业
步行街、特色民宿、山神庙、柳泉井
等一大批工程陆续开工建设。同
时，打造水杏休闲采摘品牌，连续
举办三届杏花节及水杏采摘节，不
仅使村民收入增加，也带动了集体
收入的增长。张高村村民王庆生
介绍，以前是把杏送到人家门口
卖，也就八九毛钱一斤。现在通过
发展乡村旅游，游客到家门口来
买，价格还比原先高了两三倍。

下一步，黛溪街道将继续在美
丽乡村建设上下功夫，在发展无公
害、绿色、有机农业上做文章，不断
提高农产品供给质量，与休闲采摘
相结合打造特色品牌，全面提升农
业综合效益。

以前送货上门去卖 如今游客下村来买

黛溪建设美丽乡村
带火特色农业旅游

“齐鲁乡村之星”李灵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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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灵龙在展示公司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