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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桥镇：

推广“智慧农机+专业指导”
助力农民春管确保夏粮丰收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
刚 通讯员 胡德民 报道）“一定要关
注好气温情况，今年早春气温不稳
定，倒春寒时有发生，一定要做好防
寒防冻工作。”近日，滨城区三河湖
镇葡萄种植专家对葡萄种植户再三
叮嘱道。

为提升党组织引领发展和服务
群众水平，三河湖镇积极推进村党
组织领办合作社，坚持把党支部建
在产业链上，把党员凝聚在产业链
上，让农民富在产业链上，不断促进
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和农民持续增
收。

目前，在三河湖镇守正创新科
创葡萄生产基地，每天有60余名家
庭妇女在专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修

枝修花。“去年卖了120多万元，估
计今年保守收入300万元，选对一
个好产业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
大营刘村党支部书记刘洪光介绍
说。与此同时，该村深入推进党支
部标准化建设，建成高标准党群服
务场所，集党员教育培训、村“两委”
办公、综合治理、乡村振兴、社区服
务为一体，为推动乡村振兴提供了
阵地。

近年来，三河湖镇通过政府搭
台，不断寻求新的村集体发展和农
民增收渠道，积极探索建立“公司+
合作社+基地+农户”农业生产经营
模式，引进鑫湖葡萄种植专业合作
社，由合作社向农户提供葡萄育苗
和管理技术支持，同时保底收购葡

萄，激发了农户种植葡萄的信心，为
乡村产业振兴增添了新的活力。

为确保“订单农业”高质量发
展，企业、镇政府联合组织专业技术
人员，到田间地头规划地块，现场为
种植户讲授种植技术，充分调动种
植户积极性。同时，充分发挥镇村
干部示范带头作用，以上率下、示范
引领，推广葡萄科学种植管理技术，
提升葡萄产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

三河湖镇、村两级干部带头种
植，充分发挥“示范效应”，农户参与

“订单农业”种植的积极性不断增
强，连片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为规模
化种植管理打下基础。在种植过程
中，企业、干部、群众一条心，真正做

到整地时间统一、移栽时间统一、种
植规格统一、采收时间统一、产品等
级统一“五个统一”。

“我们以‘抓党建、促产业’为目
标，对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实行全
方位服务，确保合作社党建持续发
挥作用，不断增强乡村发展活力。”
三河湖镇党委组织委员于涛表示，
今年以来，该镇已组织举行党支部
领办合作社现场观摩会3次，技术
指导培训346人，培育了一批班子
有力、运行规范、效益良好的村党组
织领办合作社典型。同时，该镇财
政列支专项资金优先支持村党组织
领办合作社的集体经济项目，进一
步增强了乡村经济发展后劲。

三河湖镇创新“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农业生产经营模式

做优做强订单农业引领群众走向共富

滨州日报/滨州网邹平讯（通讯
员 张宗帅 报道）近日，在位于青阳
镇的邹平市中华职业教育社培训基
地醴泉乡村振兴学院内，青阳炒鸡
培训班开班。据青阳炒鸡协会副会
长王光河介绍，自培训班开班以来，
已经开展了3期，培训了40多名学
员。

青阳镇历史悠久、文化厚重，山
地资源丰富，是邹平市打造乡村振
兴齐鲁样板的重要阵地。2022年
以来，邹平市中华职教社与青阳镇
多方调研、会商、沟通，确定青阳镇
作为中华职教社助力乡村振兴新模
式的“试验田”。

在此基础上，邹平市中华职教
社、山东财经大学、青阳镇党委达成
合作意向，在青阳镇专门成立职教
社办公室。2022年6月29日，醴泉
乡村振兴联合党委暨醴泉乡村振兴
综合开发项目启动仪式举行，醴泉

乡村振兴学院、邹平市中华职业教
育社实训基地同步揭牌，辐射周围
1万余名群众参与增收共享红利的
乡村振兴新模式全面开启。

邹平市中华职教社全力盯靠
项目，将服务根植于项目推进全过
程。醴泉乡村振兴综合开发项目
总投资 35 亿元，规划设计面积
1700亩，打造醴泉乡村振兴学院、
红色文化传承、农业产业提升、工
业科技赋能、醴泉古村落、醴泉医
养健康教育产业、醴泉圣境文旅七
大板块。其中，醴泉振兴学院是集
研发、研学、培训、孵化、咨询于一
体的综合性乡村振兴教育研究基
地，拥有多功能报告厅、多媒体教
室5个，能同时容纳100人的食宿
和培训。

针对古柿子树无人管理、濒临
灭绝的问题，职教社与济南市工商
联、济南市女企业家商会合作，举行

“百企守百树”古柿子树守护活动。
由女企业家出资认领350多棵古柿
子树，引入社会资本将过去无人问
津的柿子做成柿饼、饮料，提升产品
附加值。同时，明确本地群众作为
技术人员，进行柿饼制作、饮料加工
等全方位培训，帮助2000余棵古柿
树焕发新机，4000余名本地群众受
益。针对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职
教社广泛联系各职业院校，聘请30
余名省内外专家教授为醴泉乡村振
兴战略首批智库专家，为项目发展

“把脉问诊”。
与此同时，青阳镇充分发挥职

教社“孵化器”作用，探索实践“培
训+孵化+创业扶持”的职业教育
新模式，针对产教融合不紧密的问
题，邹平市中华职教社建立了“老
工艺与非遗产业库”“乡土人才
库”，把老工艺作为产业振兴的突
破点。

醴泉乡村振兴学院制定了专业
培训计划，与鲁中职业学院“一对
一”结对，在振兴学院开设“非遗课
堂”，对青阳炒鸡、纸皮包子、酸浆豆
腐等特色农产品进行技能培训，推
动孵化一批懂技术、会管理的本土
人才。2022年7月份以来，累计培
训学员200余人。同时，坚持“送上
马、扶一程”，协助创设2000万元创
业扶持基金，对初始创业人才给予
5万至10万元基金扶持，帮助本土
人才实现创业梦想。

“我们将以醴泉乡村振兴综合
开发项目为载体，不断提炼总结醴
泉模式的经验做法，借助邹平全省
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区、职业教
育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试验区、职业
教育创新发展高地的东风，盘点各
种资源要素，构建‘大职教’，促进

‘大融合’，服务‘大发展’。”青阳镇
主要负责同志表示。

依托产教融合“试验田”打造乡村振兴“醴泉模式”
青阳镇联合职教社、高校等搭建产业发展平台，让万余名群众受益

滨州日报/滨州网邹平讯（通
讯员 刘晓 报道）当下正值春耕备
耕关键时节，连日来，邹平市焦桥
镇西杜村党支部领办的惠泽种植
养殖专业合作社的社员们，正在地
里忙着浇灌山药沟，为下一步种植
山药做好准备，为合作社新一年的
发展开好局、起好步。

“从去年开始，我们村合作社
就摸索着种植特色山药和韭菜。
清明节前后，合作社种植的韭菜就
能上市了，希望今年继续有个好收
成！”西杜村党支部书记张庆旭的
话里透出甜蜜的期待和憧憬。

自去年以来，西杜村坚持党建
引领，牢牢抓住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的有利时机，积极领办焦桥惠泽种

植养殖专业合作社，采取村集体自
主经营的发展模式，流转7亩土
地，发展特色山药和韭菜种植，直
接增加村集体经济2.7万元。今
年，该合作社将继续扩大种植规
模，预计增加村集体收入6万余
元。

西杜村只是焦桥镇党建引领
助产增收的一个缩影。今年，该
镇将继续点燃党建引领共同富裕
的“红色引擎”，整合全镇资源，
引导各村特别是将村集体经济收
入50万元以下的村全部纳入“共
富工坊”“共富车间”“共富农
场”管理，推动组织共建、资源
共享、产业共兴，实现村集体和
农民双增收。

焦桥镇西杜村：

发展特色山药韭菜种植
促进村集体农民双增收

连日来，邹平市黄山街道王家
村果农王守长一直在果园内忙着
嫁接桃树。

据了解，今年64岁的王守长有
着40多年的果树种植经验。今年他

专门从江苏、山东临沂等地引进优
质苗木，进行桃树嫁接，解决当地水
桃口感差、产量低等问题，进一步提
高水桃品质，促进增产增收。（滨州
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张跃 摄影）

嫁接优质苗木提高水桃品质

滨州日报/滨州网惠民讯（通讯
员 罗春婷 宁洪波 报道）3月12日，
笔者走进惠民县胡集镇南王村神州
食用菌专业合作社，村民们正在大棚
内翻地、施肥，呈现一派忙碌景象。

“再过几天，这边所有大棚上面
将建设悬浮式光伏发电设备，形成

‘上面光伏、棚内育苗、棚外间隙养
殖蚯蚓’的立体种养模式。”惠民县
委宣传部派驻该村第一书记王军介
绍说。

王军介绍的项目，是神州食用
菌专业合作社4000千瓦农光互补

光伏发电项目。该项目于今年3月
初，通过市发改部门的准予建设公
示，正式落户该村，目前正在紧张沟
通土地租赁合同等相关事宜，预计
本月中旬即可动工建设。

近年来，该村以“抓党建、促发
展”为抓手，主动求变应变，学习先
进经验，帮助该村规划确立了“特色
农业合作社”和“农光互补”两大特
色产业，探索出一条带动村级集体
经济发展和群众致富的道路。

产业是发展的根基。驻该村第
一书记王军秉持“变献血为造血”的

工作思路，突出产业发展在乡村振
兴中的优先地位，坚持以党建为引
领，在与村“两委”共同调研、论证
后，因地制宜，引进风险低、无污染、
收益稳的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据介绍，该项目既可以有效发
展低碳经济，实现节能减排，同时降
低电力传输中的损耗，大幅提升能
源综合利用率，还能充分解决农业
投资大、回收周期长等实际情况。
大棚周围光伏电站的建设运营，可
以摊薄农业大棚建设成本投入，同
时提升大棚质量、功能，延长使用年

限，缩短投资回报周期。
据了解，南王村神州食用菌专

业合作社4000千瓦农光互补光伏
发电项目，占地77亩，总投资1600
万元，项目实施后年均发电量约为
550.78万千瓦时，每年可实现税收
70余万元。该项目在原有37个大
棚的基础上，将新建再建墙体式大
棚30余个，并完成水电线路铺设，
大棚使用权归村庄，建设工期为3
个月，项目建成后，将形成“上光下
养”的增收模式，预计每年可为该村
集体增收25万余元。

总投资1600万元的农光互补项目落户南王村
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25万余元

滨州日报/滨州网沾化讯（通
讯员 孟令旭 报道）日前，沾化区黄
升镇邀请区冬枣研究中心主任张
军利，冬枣专家姜竹廷、刘新明、刘
强，到该镇重点村，为冬枣种植大
户进行现场授课，指导大家做好春
管。

在程井村冬枣示范园和东姜
村冬枣大田，张军利围绕冬枣产业
发展的必要性及春季冬枣管理进

行了讲解，详细解答了枣农在冬枣
管理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姜
竹廷、刘新明、刘强3位专家分别
向枣农讲解了树型修剪管理对于
冬枣增产的重要性，并现场进行了
修剪示范。

枣农们纷纷表示，一定要把学
到的“树型改造”和春季管理知识
运用到冬枣管理中去，努力生产出
更加优质的沾化冬枣。

冬枣专家现场指导
提高枣农春管水平

滨州日报/滨州网无棣讯 （通
讯员 张海鹰 报道）近日，随着国
家对虾联合育种平台专家咨询委员
会的成立，无棣县水产良种工程项
目对虾联合育种平台项目建设进展
顺利，目前已经完成项目一期工程
的90%，二期工程已经开工，预计
将在今年年底前全部完工并正式投
入运行，推动我国对虾育种工作进
入“快车道”。

为解决对虾种质资源“卡脖
子”问题，无棣县在马山子镇岔尖
渔港经济区，积极实施对虾联合育
种平台项目建设。该项目总投资
1.3 亿元，从对虾养殖的源头开
始，进行对虾优良品种选育及扩
繁，通过工厂化养殖模式，推动企
业“育繁推”一体化产业体系建
设。

该项目由渤海水产股份有限公

司承担建设，项目建成运营后，将
选育适合生态养殖模式和工厂化养
殖模式的对虾新品系2个，可有效
保证环渤海区域对优质对虾种苗的
需求，预计年产种虾10万对、无
节幼体1000亿尾、虾苗60亿尾、
成虾1000吨，可实现年均营业收
入1.4亿元，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

近年来，无棣县坚持“耕海牧
渔、走向深蓝”发展战略，持续推

进“海洋强县”建设，全面做大
“虾贝虫藻鱼”特色渔业经济，全
力做强“水港网高游”新兴海洋产
业，争创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
渔港经济园区，积极打造浅海港产
研融合示范园区。目前，全县水产
养殖面积达45.6万亩，其中海水养
殖43.6万亩、淡水养殖2万亩。

无棣总投资1.3亿元对虾育种平台项目进展顺利
目前已完成项目一期工程的90%，二期工程将于今年底前完工并投入运行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李
淑霞 通讯员 穆强 报道）近日，在
邹平市魏桥镇南杨村一处农田里，
种粮大户杨庆东正在使用喷灌设
备对600余亩麦田进行灌溉。

“现在小麦处于返青期，这个
时候浇足水、施足肥，夏粮丰收指
日可待。而且，有了这个喷灌设
备，浇地非常方便，只要铺好管道，
一个遥控器就能轻松完成灌溉工
作。喷灌还能更加精细地控制用
水量，极大降低人力物力成本。”杨
庆东笑着说。

连日来，魏桥镇的田间地头呈
现一派春耕春种、施肥灌溉的繁忙
景象，而智慧农机、科学农田管理
技术的融入，正持续为夏粮丰收注
入智慧力量。

在辛梁镇村种粮大户杨波的

麦田内，青青麦苗长势喜人，杨波
雇用的种田好手驾驶着镇压机对
麦田进行镇压、施肥作业。魏桥镇
农技站工作人员正手把手向广大
种植户传授春耕知识，指导大家科
学耕种。“镇压对小麦增产作用十
分明显，不但可以沉实土壤，减少
透气跑墒，还会使根系与土壤密切
接触，增加对水分养分的吸收能
力，促进弱苗升级转化。”魏桥镇农
技站站长董长水，以理论与实际相
结合的方式，对镇压、施肥、浇水以
及病虫害防治等农业知识进行深
入讲解。

“运用科学方法和现代化机械
种田，让我去年种植的小麦和玉米
都实现了大丰收。今年，我们将继
续用更加科学的方式来管理农田。”
杨波对今年的粮食丰收信心十足。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城讯（通
讯员 冯志强 报道）近日，滨城区滨
北街道组织召开畜禽养殖场、专业
户工作专项会议，进一步宣传贯彻
落实上级关于对畜禽养殖场、专业
户的防疫补贴政策。

有关畜牧专家分析了当前动
物疫病防控形势，解读了动物疫病
强制免疫“先打后补”相关政策及
具体做法，并对动物检疫工作、畜

产品质量安全暨“瘦肉精”整治，病
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等方面进行专
项指导。

此次会议，精准高效地把动
物疫病强制免疫“先打后补”政
策宣传到辖区内每一家规模养殖
大户，为更好地推进开展动物免
疫工作，落实好“先打后补”政
策，促进街道畜牧养殖业健康发
展奠定了基础。

滨北街道积极落实
畜禽免疫“先打后补”政策

滨州日报/滨州网高新区讯（通讯员 李玉玲 报道）
近日，高新区小营街道大孙新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把主题党日活动从“室内会场”搬到“农业现场”，组
织开展“党员助春耕”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
动，全力打通党员服务春耕备耕和农田春管的“最后
一公里”。

当好春耕“宣传员”。为保障全年农业生产安全到
位，该村及时召开春耕生产工作部署会，动员党员干部
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广泛宣传春耕春管、
农业保险、粮食生产补贴等惠农助农政策。

当好春耕“指导员”。该村组织农技志愿者来到田
间地头，现场指导农户进行春耕作业，“零距离”为群众
讲解培土、育苗、施肥、病虫害防治等春管技术，并结合
当前土壤墒情和小麦苗情，有针对性地指导群众因苗
制宜、分类管理，把科技知识和实用技术送到田间地
头、农民心头。

当好春耕“示范员”。该村组织党员志愿者走进蔬
菜大棚，向农民学习豆角苗的栽苗方法，现场划分“责
任田”，并在已经铺好地膜的农田里栽种新苗，一排排

“志愿红”与一行行“秧苗绿”交相辉映。党员与农户一
起抢抓农时、做好春种，为蔬菜丰收开好头、起好步。

大孙新村党员当好“三员”助力推进春耕春管

大孙新村党员志愿者帮助群众移栽秧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