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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博兴讯 （通讯员 张文磊 
报道） 今年以来，博兴县吕艺镇把
路域和人居环境综合整治作为提升
群众生活品质、改善乡村面貌的重
要民生工程来抓，灵活运用积分制
等治理举措，与园林景区化村庄建
设深度融合，抢抓机遇、注重实效，
全力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吕艺样
板。

■■■■■■■■■■■■■■■■■■■■■■■■■■■■■■■■                                补短板，聚合力，
争创美丽宜居乡村示范区

按照“党群共建，综合施治”
的原则，开展人居环境综合整治观
摩评比活动，村村必到，逐项点评，

在全镇营造出真抓实干比学赶超浓
厚范围。开展“整镇提升攻坚行
动”，实施乡村振兴示范片区提升项
目，按照“一环两带四片区”布局
对贺家村等 8 个村庄进行连片打造、
整体提升，打造乡村人居环境示范
样板。实施乡村“五化”提升工程，
累计栽种绿化树木5000棵，对全镇
8211 户卫生厕所和 15 个公厕定期
检查维护，整修管网 15 公里，整治
残垣断壁 3 处，日清理垃圾 20 吨，
彻底消除“四大堆”，打造靓丽乡村
风景线。

■■■■■■■■■■■■■■■■■■■■■■■■■■■■■■■■                                强优势，提品质，
建设高质高效路网样板区

以“干道提质、小路畅通、街
巷硬化”为目标，在建成“三纵三
横”路网基础上，实施镇村路网提
升改造工程。同步开展道路两旁高
标准绿化亮化，强力推进“空中飞
线治理”工程，完成博华新村至闫
高路等 11 条 12 万平方米道路提升
改造，飞线下地 17 公里，全力打造
干净整洁路域环境。实施街巷硬化
行动，锚定 100% 硬化水平目标，
每村建立问题台账，现已全部解决
销号，全力打通群众出行的“最后
一公里”。

■■■■■■■■■■■■■■■■■■■■■■■■■■■■■■■■                                优治理，齐攻坚，
用好用活积分兑换新举措

将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行动

与“优秀和美人家”等评选深度结

合，将庭院整洁度作为评选重要内

容，以全民“海推直选”形式，创

建 和 美 人 家 2251 户 , 创 建 率 达

52.16%，树立榜样力量，强化示范

引领。累计争取多方资金助力各村

建成积分超市 30 处，开展家庭清

洁活动 330 次，参与群众 1.8 万余

人次，引导干群深度参与乡村治

理，逐步建立长效机制，助推农村

人居环境综合整治行动取得新成

效、再上新台阶。

本报沾化讯 （通讯员孟令旭报
道） 近日，在沾化区黄升镇杨家村

“启航”沾化冬枣合作社示范园的
“沾冬 2 号”冬枣大棚里，枣农正在
用新型开沟机进行开沟，将发酵好
的大豆肥、动植物双蛋白有机菌肥、
中微元素等肥料施入沟内，再用开
沟机进行回填。

据了解，近年来黄升镇大力开
展沾化冬枣“双增双提”工程和

“沾化冬枣转型升级”，将冬枣管理
从树上转入树下，大力实施“沃土

工程”，冬枣采摘结束后至上冻前，
枣农们或人工，或用开沟机开沟后
进行有机肥、三元素、微量肥等混
合施肥，大大提高了土壤有机质含
量，培肥了地力，使枣树及时补充
能量，积蓄储藏营养，提高枣树抗
寒、抗冻、抗病能力，来年根系更
发达，使冬枣红得快，硬度高，甜
度大，能卖个好价格，枣农获得了
实实在在的收益，“沾冬 2 号”亩收
益达到2万元以上。

本报邹平讯 （通讯员 陈庚 报
道） 眼下，走进邹平市焦桥镇后三
村，一座座大棚整齐有序的排列在
田间，在冬日暖阳的照耀下，大棚
内各色果蔬缀满枝头、长势喜人，
显得格外富有生机。一大早，后三
村的种植户们便来到大棚，开始了
一天的忙碌。

近年来，邹平市焦桥镇后三村
大力发展大棚果蔬种植，引导农户
抱团闯市场。截止目前，焦桥镇后
三村高标准冬暖式大棚发展到 200
多个，品种也从最初的黄瓜，发展
到美容黄瓜、水果西红柿、金玉羊
角蜜、草莓等多个品种，成为了远
近闻名的种植专业村。

“我们村有村民300多户，有近
100 户搞果蔬种植，每年带动农户
增收约 580 万元，果蔬种植已成为
我们村的特色经济项目，不仅为村
民带来了丰厚的收益，也为周边群
众带来了就近务工的便利。”焦桥镇
后三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曲
庆斌告诉记者。

“我们家盖了 11 个大棚，有 8
个草莓大棚，占地面积约 20 亩，草
莓的采收期从 11 月份到第二年的 5
月份，果肉鲜、品质好，在市场上

备受青睐。”焦桥镇后三村大棚种植
户曲庆文一边向记者介绍，一边将
一颗颗形美味甜的草莓摆到包装盒
里，准备运往周边超市。

焦桥镇四马村绿健果蔬采摘园
也迎来了丰收，走进种植园的大棚，
棚内一株株郁郁葱葱的葡萄藤爬满
支架，一颗颗饱满的葡萄籽好像蕴
藏着巨大的能量，村民们正在棚里
忙着除草、掐枝。“我们村今年建
设了绿健果蔬采摘园，有 4 亩梨
园、3 亩葡萄园、2 亩羊角蜜园，
通过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水果种植，
进一步提高了农产品附加值，增加
村集体收入，带动村民致富，预计
今年能收入 14 万元。”焦桥镇四马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肖刚说
道。

近年来，焦桥镇充分利用资源
优势，把发展设施农业作为推进产
业振兴的重要举措，积极探索经济
发展新路子。“下一步，焦桥镇将
坚持把产业发展作为乡村振兴的第
一要务，因地制宜不断壮大大棚
经济，走一条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乡村振兴的致富路。”焦桥镇
党委副书记、镇长韩志国向记者介
绍道。

11 月 17 日，无棣县西小王镇东
小王村三庆粮业公司的员工在晾晒
玉米。

时下，在无棣县西小王镇东小
王村三庆粮业公司的玉米营销点上，
金黄的玉米棒子堆成了一座座小山，

粒粒饱满，色泽鲜艳。该公司将农
业生产、加工、销售环节紧密结合，
延伸了农业产业链，提高了农产品
的附加值。今秋，该公司日营销玉
米 400 吨左右，为广大群众增收加
油助力。（通讯员 高士东 摄影）

全市“三秋”生产已经全面告
捷。我市各地在全力推进秋粮收储
工作保障粮食安全的同时，多措并
举加强冬小麦的田间管理工作，为
明年的粮食丰收夯实基础。

邹平市明集镇种粮大户高权告
诉记者：“粮食收储点给的价格很稳
定，我这 900 多亩地今年一共收粮
1050 吨左右，收入可达 24 万元左
右。”

节粮减损相当于粮食增产，是
增加粮食有效供给的“无形良田”。
在收购过程中，我市各粮食收储点
认真落实节粮减损各项举措，通过
及时提供粮食清理、干燥等服务，
持续优化粮食产后服务，促进农民
减损增收。

邹平市圣金粮食合作社负责人
成云霞介绍：“我们圣金粮食种植专
业合作社，现有连续式烘干塔生产
线两条，仓容 2 万吨，货柜 1 万吨，
能辐射带动周边 4 万亩地的粮食种
植。我们合作社还不断地进行仓储
烘干设施的完善，实现运用现代化
的设备，实现科学储粮，实现绿色
储粮，防止粮食霉变、虫害、鼠害，
确保粮食安全。”

全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深入实
施粮食单产提升“0543”工程，保
障了全年粮食丰收。全年粮食面积、
单产、总产均有所增加，粮食总产
有望再创新高。

在做好秋粮收储保障粮食安全
的同时，各地全力抓好田间管理，
夯实明年粮食丰收基础。“立冬”过

后，小麦迎来冬季麦田管理的关键
时期。阳信县 55 万亩小麦陆续开展
麦田镇压和冬灌工作，确保农田

“喝足”越冬水，为明年稳产增收打
下良好的基础。

阳信县流坡坞镇种植户王登刚
介绍：“我一共种了20 来亩的小麦，
今年气温暖和，种麦子种的晚点，

“三叶一芯”时我就浇冬水了，按照
镇上的“水肥一体化”进行管理，
我的小麦全部种上了，也全部浇完

了，小麦长势非常好，为明年的丰
收打好了基础。”

为确保冬小麦正常生长和安全
越冬，我市农业农村部门扛稳粮食
安全责任，积极组织农技专家深入
田间地头，因地制宜、因苗施策，
指导农户精心管护，为冬小麦稳产
丰收提供技术支撑。

阳信县流坡坞镇农业技术指导
员段吉洪介绍：“现在小麦正是分蘖
期，正是冬灌的好时期，冬灌起到

一个镇压，防风防寒的作用，再一
个，预防病虫害比打农药都要好。”

据农情调查,全市“三秋”生产
全面告捷，今年我市冬小麦播种面
积 517.55 万亩。当前全市各地农业
农村部门正在通过田间课堂、技术
培训等方式，提高种植户对田间管
理的认识和技能水平，指导农户冬
前浇好越冬水，调节土壤墒情；做
好冬前小麦管理工作，夯实明年夏
粮丰收基础。

本报沾化讯 （通讯员 王慧 报
道）“自从有了飞蝗特色养殖项目，
合作社帮我们提供种苗，统战干事
帮我们销售，盐碱地成了‘香饽
饽’，村民们都乐开了花儿，这可真
正解决了我们村集体经济落后的大
难题！”沾化区富源街道小房村党支
部书记李云成高兴地说。

今年以来，富源街道积极探索
盐碱地开发利用新模式，引入飞蝗
养殖特色产业，并以小房村为试点，

成立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源达飞蝗
养殖专业合作社”，通过打造 1 个飞
蝗养殖中心、带动周边 8 个村庄提
供蚂蚱草料、分三期规划建成养殖
园区的“1+8+3”项目孵育路径，
实行“跨村联建”，周围多个村庄抱
团发展，片区联动共同养殖、增收
致富，收益前景广阔。

“我们现在一期 10 个养殖大棚
已经建成投用，采用的是‘合作
社+养殖户+统战干事+运营企业’

的合伙人模式，由合作社为养殖户
统一提供种苗和技术指导服务，由
养殖户负责种苗喂养、提供草料，
由统战干事与石家庄、德州等养殖
基地积极联系，紧盯市场信息，推
动签订回购协议，最后由运营企业
负责加工销售，确保供应链、销售
链畅通。”富源街道党工委书记张伟
介绍。

近年来，通过“统战+产业”
的发展模式，富源街道有效激活了

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从冬枣
产业、畜牧产业、苗木产业，再到
如今的飞蝗养殖项目，统战干事依
托商会，积极汇聚人力、财力、物
力资源，高品质提供技术培训、平
台搭建、市场拓展等多元服务。截
至目前，飞蝗养殖项目每平方米产
飞蝗 1 公斤，价格 26 元/公斤，年
养殖 4 茬，一期项目预计实现集体
增收 52 万元，每村平均增收 6 万余
元。

吕艺镇灵活措施推进路域和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吕艺镇灵活措施推进路域和人居环境综合整治

1.8万人次快乐参与乡村治理积分兑换

果蔬大棚绿意浓果蔬大棚绿意浓  奏响冬日奏响冬日““增收曲增收曲””

富源街道“统战+产业”探索村集体经济发展新路径

引入“小飞蝗” 盐碱地变身“聚宝盆”

深耕“希望的田野” 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本报记者 董珊 本报通讯员 林居易 许志虹

沾冬2号开沟施肥
抗寒抗冻抗病提收益

岁月已晚，万物诉寒。当前全
国大部分地区进入冬春农田建设关
键时期，全国冬春农田水利暨高标
准农田建设视频会议对有关工作作
出全面部署。抓住农田水利建设黄
金期，加大投资投劳力度，将会为
来年江河安澜、农业丰收打一个好
基础。
　　蓄水如蓄粮、修堰如修仓。今
年以来的情况表明，凡是农田水利
建设工作扎实的地方，抗灾排涝能
力就比较强，农业收成就比较好。
目前，从北往南，江河湖库陆续进
入枯水期，农闲时期水利工程灌溉
防洪任务减少，为农田水利建设施
工提供了难得条件。要抓紧修复今
夏以来水毁灾毁农田设施，进行沟
渠清理、整修，在明年汛前打通易
涝地区农田“毛细血管网”。要统
筹修复水毁水利设施、农村供水设
施、农田灌排设施，优先安排资
金，尽快恢复农业生产能力，保障
农村人畜饮水和农作物时令灌溉需
求，确保明年开春农业生产顺利进
行。
　　施工黄金期，要用好真金白银。
目前，围绕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中
央财政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增发

国债、超长期特别国债等资金供应
充足。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力
度，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抵御自然灾
害能力、夯实国家粮食安全基础、
增强农业生产韧性，更好稳定农业
生产的“压舱石”作用，稳预期、
稳经济。要多点发力，支持高标准
农田建设，落实省级支出责任，完
善多元化投入机制，在不新增地方
政府隐性债务的前提下，引导、鼓
励社会投资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投
入，把预算内资金、特别国债资金
的杠杆作用发挥好。
　　冬春农闲，田闲人不闲。水利
工程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规模
大、资金规模大、劳动力需求大，
可以带动农民特别是脱贫群众就业
增收。农民是农田的使用者，对农
田的好坏、工程的优劣，有最直接
的发言权。要多征求种地人的意见，
多吸收农村劳动力参与，充分调动
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群众的积极性。
农田水利建设，重在建设、难在管
护，要让农民群众积极参与建、管、
护、用，让农田水利建设成为提高
农业产能、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
村生产生活条件的一大抓手。

（新华社记者 王立彬）

抓住农田水利建设黄金期

本报邹平讯 （通讯员报道） 近
期，农业农村部、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举办了
第六届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
决赛，邹平市选手张浩在农机驾驶
操作员赛项全国决赛中荣获三等奖。

这 次 比 赛 共 有 来 自 31 个 省

（区、市） 143 个代表队 495 名选手
参加，其中全国农机驾驶操作员比
赛共有 78 位农机手展开角逐。比赛
内容有联合收割机技术维护、常见
故障诊断排除、联合收割机拖拉机
场地驾驶以及理论考试，张浩代表
山东省参赛，喜获三等奖。

邹平市选手在全国农业行业
职业技能大赛中荣获三等奖

粮食企业延伸产业链条
助农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