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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资讯

观 察 家

□ 孙科强 张德杰 聂 晓

立夏刚过，山东省平度市

旧店镇隆中园返乡农民工创

业园内，300亩各色牡丹花竞

相盛开，争奇斗艳，引得市民

争相前来观赏。园区里，农民

创客杨洪军正忙着给花儿浇

水。目前，以职业农民身份和

园区“业主”身份参与隆中园

返乡农民工创业园经营管理

的返乡农民工有1200余人，

人均年收入达到3.9万元。

隆中园返乡农民工创业园

是平度实施“农创+”、推动乡村

振兴的生动实践。近年来，平

度市立足农村区域广、农民数

量多的实际，以山东省唯一的

国家中小城市综合改革试点为

契机，在全国率先探索农民创

新创业“农创+科技”“农创+名

品”“农创+旅游”“农创+电商”

“农创+脱贫”“农创+金融”六

大模式，打造“农创平度”品牌，

走出了一条富有特色的农民致

富奔小康新路径。

据统计，2017年，平度市农

民创新创业人数达到了13,354

人，同比增长42%，新增城乡就

业2.2万人，“农创平度”荣获首

届全国创业就业服务展示交流

活动优秀项目奖。平度市统筹

布局建设28个总投资59亿余

元的优质高效农创项目，组织

了“农创平度”大讲堂等活动，

培育了侯元江、昌云军、刘德波、

王桂欣等一大批有影响力的草

根达人、致富先锋。

“农创+脱贫”“农创
+科技”质量兴农

改变以往送物送钱的“输

血式”扶贫方式，如今，平度通

过科技引领建设扶贫农创体，

大力开展产业“造血式”扶贫。

崔家集镇制订“一点一园

六辐射”总体规划，统筹 6 个

经济薄弱村扶贫资金，建设占

地260亩的蔬菜扶贫农创体，

并同步建设农民学堂、新品种

示范推广中心、交易市场，邀

请专家和当地种植大户为农

民进行技术培训。截至目

前，该镇已建成使用 36 个冬

暖式蔬菜大棚，年产樱桃西红

柿360余吨，实现销售收入300

余万元。6个经济薄弱村每村

获得租赁收入5万元，当年全

部脱贫摘帽，同时吸纳23名贫

困群众和16名边缘贫困群众

入园打工，实现家门口脱贫

致富。

蓼兰镇统筹资金350万元

（其中整合3个贫弱村扶持资

金220万元），在杨家顶子蔬菜

扶贫农创体建设占地4500平

方米的“智能育苗温室大棚”，

利用全程机械化先进技术，实

现大葱种植温度湿度、种苗播

种移栽和水肥管理一体化，年

产种苗 2400 万株，节本增效

110余万元，同时将周边12个

村庄的50户贫困户、138名贫

困群众纳入帮扶范围，实现共

同脱贫。

地势低洼的明村镇巡栈

村，土壤大多为盐碱地，番茄品

种、品质参差不齐，平均价格仅

每公斤4元。明村镇“原野牧

梦”创业团队进驻后，建立漾花

湖果蔬种苗繁育场，先后从国

内外引入42个番茄品种试种，

团队自研了水肥一体化系统，

免费帮16户贫困村民安装使

用。他们对这些农户实行统一

品种、统一育苗，对种植户进行

全程技术跟踪服务，统一种植

技术。巡栈村的冬暖大棚由最

初的6个发展到现在的109个，

每个大棚的利润跃升为 9 万

元，年产番茄100余万斤，为农

户增收800余万元。

据了解，平度市已利用扶

持资金建设扶贫农创体27个、

种养加产业链项目53个，惠及

1000余户贫困户，“小康梦”正

在家门口逐步实现。

“农创+名品”“农创
+旅游”促农增收

小小的樱桃，在田间地头

不值几个钱，加工成樱桃酱、

樱桃汁后价格就能倍增；如果

发展田间旅游采摘，甚至将樱

桃作为盆景观赏，那它的价

格就是几十倍上百倍了；如

果再进一步，为这小小的樱桃

注入绿色、有机、品牌农业等优

质特色“基因”，其价格将难以

估量……

云山镇结合当地独特的

地理位置、土壤结构及气候情

况，把大樱桃作为发展高效农

业的突破口，通过政策引导、

资金扶持、强化服务、示范村

和典型户带动等措施，使全镇

的大樱桃产业发展进入了快车

道。该镇先后成立了大樱桃协

会及果品协会，聘请专家举办

技术培训、优化新品种、推广新

技术，搞好产前、产中、产后一

条龙服务。该镇重点打造大樱

桃采摘、农业观光游等一系列旅

游项目，下大力气引进大型果品

加工企业，开发大樱桃深加工

产品，提升其增加值，延长其

产业链。

平度市农业资源丰富，拥

有马家沟芹菜、大泽山葡萄、云

山大樱桃、平度大花生等19个

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通过

建设以名品带动产业、产业助

推创业、互促共进的农创体，不

断向新品种种养、新技术开发

拓展。

大泽山镇走“旅游+”的发

展道路，做好山水体验、葡萄养

生、民俗感受等产业融合文章，

大力推动旅游产业融合发展，

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截至目

前，大泽山地区有1.2万农户种

植葡萄，种植面积3.6万亩，年

收入3.7亿元，人均收入3万多

元，还为74户贫困群众提供了

就业岗位，让贫困户在家门口

就业脱贫。

“农创+电商”“农创
+金融”激活动能

要想农业强、农村美、农民

富，关键要有一批懂农业、爱农

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

伍。平度市将创新作为引领农

民创业的第一动力，以培育新

型职业农民为抓手，注重发挥

农村小能人、土专家的示范作

用，涌现出发明智能喷灌机的

蓼兰农民陈世磊、研制出大葱

收获机的南村农民綦博兴等一

大批农民“创客”。

64岁的王桂欣是平度市

农民创新创业协会会长。他带

领志愿团队义务助农增收，通

过举办“庄户学院”“合作社大

讲堂”等，建立了“合作社+党

员+致富能手”的组织体系，先

后帮助3万余群众致富。为了

让更多农民加入进来，他开设

“庄户学院”，把土专家和种植

高手请进来，种什么就培训什

么，从产前、产中、产后到销

售、市场分析都有专人讲，老

百姓种地的习惯改变了很多，

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逐渐脱贫

致富。

王桂欣引进的圆葱优良品

种直接改变了平度市仁兆镇及

周边地区的圆葱销售模式和销

售范围，他自学互联网电商平

台知识，“买全国”“卖世界”，促

进仁兆蔬菜走向国际市场，他

也被称为“圆葱王”。2016年，

王桂欣牵头成立了沙北头农民

创业园，先后有11家创业实体

入住，吸收返乡农民、下岗工人

110人，引进了高科技的盆景

葡萄栽培技术，开始了盆景葡

萄生产，一年一季大田种植改

为一年两季葡萄生产，一亩地

过去收入1万元，现在能收入

30万元。

为激活农村资源要素潜

能，创新财政扶持资金使用方

式，确保效益最大化，平度市

扶贫办以集体增实力、农户增

收益、产业增效益为落脚点，

研究制定了《关于加强贫弱村

庄扶贫资产及其收益管理的

通知》，在全省率先设立贫困

帮扶基金，以不低于5.5%的比

例分红给贫困户，探索资产收

益扶贫新模式，取得初步成

效，真正实现了贫困户与扶贫

项目挂钩。

目前，平度市49个已产生

收益的农创体，共创收278.88

万元，建立扶贫帮扶基金57.44

万元，已使用扶贫帮扶基金21

万余元，惠及贫困人口823户

2270人。

在全国率先探索“农创+科技”“农创+名品”“农创+旅游”“农创+电商”“农创+脱贫”

“农创+金融”六大模式，打造“农创平度”品牌，走出一条富有特色的致富奔康新路径

山东平度：“农创+”引领农民创新创业

□ 李凤双 管建涛 王 建

走进黑龙江省嘉荫县红光

乡辽原村，映入眼帘的是笔直

的水泥路、整齐的砖瓦房、宽大

的菜园子……但推开房门一

看，却能吓你一跳——屋里

“住”着密密麻麻的木耳菌包，

根本找不到人住的地方。一问

才知，这里曾经发生人与菌“抢”

房的故事，最终菌包占了上风，

“住”上了宽敞的砖瓦房。

与俄罗斯隔江相望的辽原

村，411户农民长期以种植玉

米、大豆、杂粮等作物为主，

2000年前后开始发展黑木耳

等特色产业。

“村民一直有自制菌种菌

包的习惯，这样成本和风险低，

外购菌包有出耳率低的情况。”

辽原村党支部书记王景全说。

辽原村纬度较高，冬天达

到零下30多摄氏度。为保证

菌种菌包发酵的适宜温度，农

民就把菌包放到自己住的屋里

培养。这样，人与菌包就开始

“抢”住房。

“屋里最热乎的地方就是

火炕，大伙就在炕上搭起架子，

菌在上面，中间是人，下面是

炕，人和菌混居。”王景全回忆

说，当时有的炕上搭三层架子，

人在炕上根本站不起来，上炕

就得躺着。

村民不断扩大木耳生产，

需要扩大菌包培养的地方，人

与菌“抢”房现象加剧，村民一

度“有房无屋住”，有的甚至成

为“失房”农民。

当时，有的农民想建新房，

当菌房用，但没有那么多宅基

地；有的农民想直接建菌房，同

样面临用地难题。

为了解决农民生产、生活

实际困难，从长远推动农村发

展，当地研究决定，在空闲宅基

地上统一建新区，给农民盖楼

房住，空出平房当菌房。

2011年，辽原村新区一期

6栋楼房开工建设，当年就完

工。2012年，二期开工建设，

大部分农民陆续搬进了楼房。

2012年就搬进楼房的张

振全，购买的是80多平方米的

楼房。“当时政府每平方米补贴

500元，我一平方米只用800元

钱就住进了楼房。”张振全说，

有的农民还买了门市房。

搬进楼房住后，原来的平

房改建成菌房，增加菌包培养

空间，昔日的农民生活区变成

了农业生产区。

新华社记者走到一户改建

的菌房前，没进门就闻到很浓

的菌味。屋内看不出哪是厨

房、哪是卧室，密密麻麻的菌包

摆放在从屋地到屋顶的五六层

隔断里。

木耳菌包和村里农民都有

了自己的新“家”，辽原村的木

耳产业也逐渐走上正轨。从地

栽木耳到大棚吊袋，从普通木

耳到富硒木耳，从富硒木耳到

富硒作物，不断发展的木耳产

业，鼓起了农民腰包。2017

年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16,219元，有的农民一年就赚

二三十万元。

“辽原村的木耳产业和农民

生活，已经从当初的人菌‘抢’

房，变成了人住楼房、菌住平

房，如今，菌助人富，人菌和谐

共处。”红光乡乡长高禄泉说。

□ 曹国厂 秦 婧

担任河北省滦平县周台子

村党委书记31年来，身患白血

病、心肌梗死等多种疾病的

范振喜，以坚定的信念与病魔

顽强抗争，带领党员和全体村

民自力更生，把一个穷山沟

打造成了燕山山脉一颗璀璨

的明珠，成为乡村发展与振兴

的典范。

周台子村的成功证明，实

现乡村发展与振兴，需要“领

头雁”党性坚定、甘于奉献的

品格。31 年来，范振喜有多

次“升官发财”的机会，但无

论是面对巨额利益诱惑还是

提名升迁，他都始终坚守为

村民谋福祉的初心使命，不为

所动。

乡村发展与振兴，需要

“领头雁”心系村民、勇于担

当。在村庄一穷二白的情况

下，为发展集体经济，范振喜

率领群众为本村垒坝、修田、

栽果树、翻盖学校，表现出干

事创业的决心、信心和担当，

表现出一心为公、无私无畏的

思想境界。

范振喜之所以在生命极

限上创造出一次又一次的奇

迹，在于他拥有“一个共产党

员的价值要以对社会贡献大

小来衡量”的崇高理想、“豁出

一条命也要让周台子村变个

样”的顽强意志、“活一天就要

奋斗一天”的坚定信念；在于

他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勇于

创新、甘于奉献的高尚品格。

正因如此，范振喜得到了群众

的拥护，让山乡发生了令人欣

喜的巨变。

本报讯 来自南京市城

管局的消息称，今年南京将实

现50％的行政村开展农村垃

圾分类，其中部分街镇还将实

现全域开展垃圾分类。

南京市城管局副局长陈雷

说，目前南京市已全面取消农

村垃圾池（房），40余个村已开

展垃圾分类，建设有机垃圾处

理点20余个、垃圾分类收集分

拣站两个。预计到今年底，南

京将有一半左右的行政村开

展垃圾分类。

据了解，实行全域试点的

栖霞区八卦洲街道添置了71

辆收集车辆，建成街道大件垃

圾分拣中心及信息监管中心、

餐厨垃圾有机处理站和垃圾

分类积分兑换超市。街道工

委负责人介绍说，当地农村

生活垃圾将分成可烂、可回

收、有害和其他等四类，运行

过程中实现分类投放、收集、

运输和处理。

为提高群众垃圾分类的

自觉性，保持分类机制长效运

作，八卦洲街道还建立了分类

榜、积分榜、红黄榜、考核榜及

惩处榜等五大榜单，对农户、

保洁员、街道干部进行打分排

名，根据排名情况进行奖惩，

从而提高农村地区垃圾分类

的参与率、合格率。

（眭黎曦）

本报讯 界牌张村的薄

皮山核桃、汴河村的温室蔬菜

大棚、枯河村的花卉基地……

国家级贫困县安徽泗县通过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一村

一品”产业扶贫，精准扶贫实

现从“输血”走向“造血”。

在泗县墩集镇界牌张村，

村里利用财政扶贫资金建的

310 亩薄壳山核桃林长势良

好，核桃林中间种着旱稻。“扶

贫产业股权证都已经制作好

了，这个月底就要发到贫困户

手中。”村主任恒强说，经过评

估、量化，按一亩林地折为一

股量化到贫困户。全村83户

贫困户，176个贫困人口，人均

持有林地股份0.8股，贫困户

变成了薄壳山核桃林的股东。

韩徐村利用扶贫资金98

万元，栽植软籽石榴1280亩，

每年可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

近20万元。村扶贫专业合作

社通过网络营销和客户预售

模式拓宽销路，还准备申请

国家绿色有机食品认证，打

造名副其实的“一村一品”专

业村。

泗县农口分工委书记

范素侠说，目前泗县达到“一

村一品”认定标准的贫困村27

个，建设贫困村特色种养业扶

贫基地65个；在产业扶贫过程

中，591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带动贫困户21,410户。

（王 菲）

从 人 菌“ 抢 ”房 到 菌 助 人 富

山乡巨变功在领头人

江苏南京：50％行政村今年开展垃圾分类

安徽泗县：“一村一品”叩开农民致富之门

绿色发展闯新路 乡村振兴添活力
改革开放40年来，河北省邢台县前南峪村坚持走绿色生态发

展道路，数十年如一日改善生态环境、发展绿色产业、建设美丽家

园，并依托独特的红色文化资源和优越的绿色生态环境培育壮大

旅游产业，全村群众的生活水平也一年一个新台阶。图为前南峪

村村民在果园内采摘樱桃。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黑龙江嘉荫县红光乡辽原村在空闲宅基地上统一建新区，

空出平房当菌房，大力发展木耳产业，农民腰包鼓起来

平度市城区一角 （山东省平度市委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