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滨州日报/滨州网邹平讯（通讯
员 孙梦婷 报道）近年来，邹平市孙
镇坚持“一村一品”发展思路，持续
做大做强特色种植产业，围绕兴产
业、带就业、促增收的发展思路，不
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因地制宜抓
发展，科学规划优布局，一个个特色
鲜明的致富主导产业蓬勃发展起
来，全面奏响乡村振兴“致富曲”。

粮药间作助增收
种出致富“千金方”

怀家村结合自身独特优势，因
地制宜，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
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创新发展粮药
间作种植模式，成立鲁北地区最大
的粮药间作种植示范基地，形成瓜
蒌小麦间种模式，撑起了农民致富

“钱袋子”，激活了村集体自主创新
发展内生动力。“上面是瓜蒌，下
面种小麦，夏季收小麦，秋季收瓜
蒌，我们最大限度地利用好土地，
上下双丰收，这样一亩地能多收入
1000 多元钱。”怀家村党支部书记
怀宝祥说，“瓜蒌抗虫、抗旱、抗
涝、抗盐碱，村民们种起来更加得心
应手。”

两年前，怀宝祥在报纸上看到
小麦和瓜蒌间作套种新模式后，便
联系了一家农业公司，引进先进种
植技术，并打造了一处百亩试验田，
最大限度盘活土地资源，提高土地
使用效率，实现村集体经济的多途
径增收。棚上养瓜蒌，棚下种小麦，
一片土地有了两份收益，怀宝祥算
了一笔账，瓜蒌亩产150公斤，每公
斤至少卖50 元，除去成本和合作社
分红，最后能为村集体增收近百万
元。

菊花盛开兴产业
开出别样“幸福花”

霍坡村依托当地自然资源，积
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通过发展

“菊花产业”带动乡村经济发展，
助力乡村振兴提质增效。菊花种植
产业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菊花
的栽种、管理、采摘都需要大量工
人，为本村和周边村民提供了家门
口就业的机会，更好地帮助群众致
富。

眼下正是菊花生长的关键期，
笔者在霍坡村的北京菊种植基地里
看到，村民们正在有序地开展育

苗、浇水等作业，40 亩菊花苗田
焕发出勃勃生机，放眼望去，整个
种植基地绿意盈盈，孕育着新希
望。“我们种的主要是北京菊，也
就是咱们常说的小雏菊，主要特点
是病虫害少，预计 9 月初就能采收
了。”该基地负责人霍龙说。

“为了将菊花苗及时栽种下去，
我们每天早晨 5 点多就到地里栽
苗，现场也有农技人员为我们讲解
菊花种植技巧。大家上手很快，一
人一天能栽 1 万多株苗，能赚 100
元钱左右。”霍坡村村民陈珍明一
边忙着栽种菊花一边说道。

据了解，今年是霍坡村种植菊
花的第二年。去年一年，烘干后菊
花亩产达 300 公斤，带动了 200 余
名村民在家门口稳定就业增收。菊
花不仅有较高的观赏价值，还有很
大的经济实用价值，可以制茶，也
可以入药，待到菊花收获后，将统
一到菊花加工厂进行精深加工，形
成产业延伸。

黄河蜜梨促就业
百姓日子“甜蜜蜜”

近日，笔者走进张家村上壬梨

园“黄河蜜梨”的种植基地，空气中
弥漫着清甜的果香，枝繁叶茂的梨
树上，一个个圆润饱满的梨子挂满
枝头，在阳光照耀下闪着诱人的光
泽。“我们现在梨树有 8 万棵，再过
段时间秋月梨就该上市了，收获的
时候，每天要安排70 余名工人在园
里采摘，正常每天采摘2.5万公斤左
右，运往深圳、香港等南方城市销量
约占 45%，出口东南亚地区的销量
约占 15%。”上壬梨园负责人时正
奇介绍。

蜜梨种植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
的同时，也带动了周边村民就业。
梨树的管理、收获，都会雇用当地村
民，按天支付报酬，让群众在家门口
增加一份收入。“我家就住在附近，
常年在这里工作，一年可以挣 3 万
余元，在这里工作既方便照顾家里
又能赚钱。”张家村村民孙兆芬满足
地说。

兴一项产业，富一方百姓。孙
镇将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继续
坚持走好“一村一品”特色农业发
展之路，让广大群众在产业发展中
干劲足、有钱赚、能致富，齐声唱
响新时代乡村振兴的“致富曲”。

孙镇坚持“一村一品”做大做强特色农业
让广大群众在乡村产业发展中干劲足、有钱挣、能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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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博兴讯 （通
讯员 曹梦琦 报道） 近日，博兴县
九鼎种业有限公司向博兴县行政
审批服务局提交了办理农作物种
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申请，该局
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提供一站式服
务，对相关管理条件、审批程序、
现场标准和注意事项等进行了详
细告知，帮助企业在最短时间内
办结拿证。

告知承诺，精简办事流程。
从企业实际需求出发，该局工作
人员对企业的种子检验室、加工
厂房等其他设施的自有产权或自
有资产实行告知承诺审批，进一
步压缩审批时限，重塑办事流
程，让审批服务再提速，切实提
升了企业办事的体验感和满意
度。

规范审批，提升服务质效。
该局全面落实农作物种子生产经
营许可、标签、档案等管理制度，

通过电话、微信和线上勘验等方
式，事前梳理勘查要点、统筹规
划勘查路线，对基础设施、检验
仪器、加工设备、人员、品种等
进行逐项核对、严格把关，确保

“一次性告知”踏勘发现问题，提
高种苗行政审批效率。

强化对接，审管无缝衔接。
为加强监管，该局对全部农作物
种子生产经营许可实行动态管理，
将许可情况通过审批监管一体化
平台推送主管部门，针对证照即
将到期的企业进行提醒服务，对
证照已经过期的企业核查现实情
况，积极做好信息共享，为审管
工作的开展创造有利条件。

博兴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将继
续以优化营商环境为重点开展专
项行动，进一步提升农作物种子
生产经营许可审批服务便民化、
规范化水平。

“一站式服务”
助力种业公司高效办证
       博兴县行政审批服务局规范农作物种子生产经
营许可证核发，提升企业办事的体验感和满意度

近日，沾化区黄升镇党员助农
志愿者深入杨家村“启航”冬枣
示范园，发放最新农业技术资料，
推广冬枣大棚建设和“沾冬 2 号”
新品种改良技术，助推冬枣产业

由“规模扩张型”向“质量效益
型”转变，提高冬枣产业整体效
益，促进枣农持续增收。
      （滨 州 日 报/滨 州 网 通 讯 员 
孟令旭 摄影）

农技服务送进冬枣大棚

玉米追肥助增产

以练促防 以学促改
       明集镇组织举行农机事故应急处置演练，
夯实农业生产安全基础

近日，在邹平市韩店镇西韦村
庆丰知青家庭农场，农民为玉米施
肥。

眼下正值玉米田间管理关键

期，该镇农民抢抓有利时机，对玉
米进行喷药、施肥、除草等夏管作
业，为玉米增产夯实基础。（滨州日
报/滨州网通讯员 霍广 摄影)

滨州日报/滨州网邹平讯（通
讯员 李蓓蓓 报道）近日，邹平市明
集镇组织举行农机事故应急处置
演练，进一步提升农机作业和农机
事故应急处置能力。

此次演练主要模拟在该镇明
集村南边的机耕道路上一台拖拉
机侧翻导致一人受伤的“事故”。
接报后，该镇立即启动农机事故应
急处置预案，农机主管部门、医疗、
派出所等相关人员第一时间赶赴

“事故”现场，从“事故”接报、预案
启动、现场处置到“事故”调查等各
环节，全体人员分工明确、配合紧
密，在最短时间内高效有序地处理
了这起农机“事故”。

以练促防，以学促改。此次农
机事故应急演练，进一步增强了干
部群众农业生产安全防范意识，提
高了农机队伍处理突发农机事故
的应急能力和水平，有力地夯实了
农业生产安全基础。

滨州日报/滨州网沾化讯（通讯
员 赵聪 李忠昊 报道）今年以来，沾
化区泊头镇全面贯彻落实上级统战
工作会议精神，坚持以“大开放、大
改革、大发展”为工作主线，广泛凝
聚“统战+”力量，全力推进“三大战
役”“五大行动”，稳中求进，守正创
新，同心合力谱写“水韵枣乡 和美
泊头”新篇章。

▶▶▶▶▶▶▶▶▶▶▶▶▶▶▶▶▶▶▶▶▶▶▶▶▶▶▶▶▶▶▶▶                                锚定品质之求，绘
就凝聚共识“同心圆”

该镇组织召开专题会议统筹谋
划统战工作 4 次，将统战工作纳入
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内容；举行党委
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专题学习 2
次，增强统战向心力。

建立健全党外干部和知识分子
联络制度，邀请党外群众参加综合
服务及学习活动，累计组织民主党
派人士开展同心助力送温暖活动、
红色教育、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精神
学习培训等活动5次，开展医疗服务、
科技指导、法律咨询、农业服务、反电
诈宣传等志愿服务活动10余次。

▶▶▶▶▶▶▶▶▶▶▶▶▶▶▶▶▶▶▶▶▶▶▶▶▶▶▶▶▶▶▶▶                                走好精明之路，吹
响助力发展“共富号”

该镇开展“一村一贤·同心助
富”行动，聚焦特色产业“造富”、
聚贤解难“润富”、率先示范“引
富”、同心志愿“齐富”，成立 2 处
新联会服务点，尚亿食品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利芯任新联会会长，旗下

3 家食品龙头企业每年需求冬枣
6000 吨，占全区冬枣非商品果产
量的 20%，每年为群众增收共计
400 万元，实现企业盈利与群众受
益“双赢”。

积极引导以朱家瞿阝村隆宽哲
等“新乡人”带头发展“沾冬 2
号”和设施大棚，闯出乡村振兴、
共同富裕的新路子，成为加速推进
共同富裕的生力军。民主党派成员
高子美在泊头镇运营管理总投资
8200 万元、占地 40 亩的康教医养
综合服务中心，满足全区老年人养
老服务需求。

▶▶▶▶▶▶▶▶▶▶▶▶▶▶▶▶▶▶▶▶▶▶▶▶▶▶▶▶▶▶▶▶                                落实担当之行，展
现共筑和谐“新图景”

该镇建立健全村级联络员队
伍，对全镇 36 个村的信教群众进
行摸底排查、登记建档，确保全镇
宗教工作事务底数清、情况明。依
托徐万粮战斗纪念馆，打造红色教
育服务品牌，接待各界统战人士开
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30 余次，被
授予“沾化区党外干部革命教育基
地”“沾化区党外知识分子爱国奋
斗建功立业实践基地”等荣誉称
号。

依托康教医养综合服务中心，
该镇打造“红石榴”工作驿站，组
织开展党的民族政策及红色革命精
神宣传活动 5 次，积极引导广大群
众树牢民族团结意识，促进社会和
谐稳定。

泊头镇广泛凝聚“统战+”力量

同心合力谱写“水韵枣乡 和美泊头”新篇章

我市农业农村部门发布玉米穗期病虫害防控技术意见

加强区域联防联控 保障玉米增产丰收
滨 州 日 报/滨 州 网 讯（记 者 

房艳梅 通讯员 巴秀成 报道）当前，
我市玉米生长进入产量形成、多种
病虫害集中发生的关键时期——穗
期，同时受 7 月份副热带高压西伸
北抬影响，我市降雨增多，田间湿度
增大，利于玉米螟、粘虫、棉铃虫、甜
菜夜蛾、锈病、穗腐病等病虫害发生
流行，玉米南方锈病发生风险也较
高，为指导种植户科学高效做好穗
期病虫害防控，近日，市农业农村部
门制定发布玉米穗期病虫害防控技
术意见，要求做到强化监测，准确预
警预报；关口前移，压前控后；统防
统治，提高防控效果，多措并举全力
保障玉米增产丰收。

根据技术意见，我市各级农业
农村部门将进一步强化监测，准确

预警预报病虫害发生趋势。积极组
织技术人员定期开展田间调查，规
范调查方法，尤其针对南方锈病、粘
虫、草地贪夜蛾等暴发性、迁飞性病
虫，要求做到早发现、早预警，不留
监控死角；建立健全病虫趋势会商
制度，根据病虫基数、天气预报以及
作物生长发育情况，适时组织技术
人员以及相关专家会商分析，及时
发布预报、警报，精准预测病虫趋
势，指导科学防控。

技术意见指出，玉米穗虫种类
多、发生期不整齐、幼虫期防控效果
差，必须坚持“关口前移、压前控后”
策略，把防控关口前移到成虫期和
卵期，压低成虫基数，减轻幼虫发生
量。主要措施包括灯诱、性诱、食诱
等成虫诱杀措施和卵期释放赤眼蜂

等天敌控害措施。灯诱田间每 50
亩左右安置 1 台杀虫灯，有条件的
可购置太阳能杀虫灯，针对棉铃虫、
甜菜夜蛾、玉米螟等害虫，在成虫始
期开灯诱杀；性诱每亩地放置 1 个
-3 个性诱捕器，成虫始期，性诱捕
器内插放性诱剂。害虫成虫高峰
期，采用无人机顺行条带喷洒食诱
剂，每间隔 100 米喷洒 1 行诱集带；
天敌控害，于成虫产卵始期，采用无
人机释放赤眼蜂球，每亩释放1.5万
-2 万只蜂，寄生玉米螟、棉铃虫等
害虫虫卵，降低种群数量。

同时，各地将加强组织发动，充
分用好各级财政重大病虫害防控补
助资金，加大政府购买防治服务力
度，加强区域联防联控，开展大规模
统防统治。大力推广玉米“一喷多

促”技术，一次性施药兼治多种病
虫。杀虫剂可选用氯虫苯甲酰胺、
高效氯氟氰菊酯、乙酰甲胺磷、哒嗪
硫磷、茚虫威等药剂，防治玉米螟、
棉铃虫、甜菜夜蛾、粘虫、草地贪夜
蛾等害虫。杀菌剂可选用吡唑醚菌
酯、唑醚·氟环唑、丙环·嘧菌酯等药
剂，防治叶斑、穗腐病、锈病等病害。
根据玉米长势需要，可选用芸苔素
内酯等生长调节剂和叶面肥与杀虫
杀菌剂混合施用。连续阴雨或雨量
较多地区，化学药剂防效降低，可在
害虫低龄幼虫期和病情初发期利用
微生物菌剂等喷施防治。防治穗虫
幼虫可选用白僵菌、绿僵菌、苏云金
杆菌、核多角体病毒等；防治茎基腐
病、叶斑类病害可选用枯草芽孢杆
菌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