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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利杰 宫 梅

□记者 王佳声 见习记者 张鹏
通讯员 赵同刚 刘福金 报道
本报青州讯 近日，记者在青州市西南部

山区品尝到了不用洗就能吃的有机黄瓜。这种
黄瓜，即使在蔬菜旺季也能卖到32元一公斤。

在山区种植有机蔬菜，得益于青州市在
山区推进农业综合开发。截至目前，青州已
累计投入项目资金1630万元，使项目区农民
收入明显增加，山区经济活力大增。

在推动山区农业现代化进程中，青州突
出“兴水、修路”两大基础性工作。先后修
建提灌站、拦河坝、谷坊、蓄水池等水利工
程107处，扩大改善灌溉面积1 . 6万亩，铺设节
水管道4 . 8万米，年节水49万方，项目区基本
达到旱涝保收要求，解决了农民靠天吃饭问

题。为解决种地难进山、产品难出山的路难
行问题，共拓宽维修环山路、新修高标准环山
公路33 . 8公里，打开了山路，既满足了农业机
械作业要求，也为农民走出山区创造了条件。

项目区基础条件得到改善，吸引了八方
客商进山开发。东湖果蔬种植农民专业合作
社在“东胡项目区”承包荒山3500亩，建设
“庄家妹生态园”，该园以特色有机果蔬为
突破口，努力打造有机环保、生态高效的
“两园（蔬菜园、养殖园）两区（杂粮区、
林果区）”农业基地，实现了土地的集中、
集约、规模经营。非农资本的注入，盘活了山区
农业经济，承包地由原来的每亩400元提高到
1200元。东胡村土地流转后，80%劳动力成为
“产业工人”，人均年增加收入1000元。

青州发挥山区生态资源优势，发展高效
生态现代农业。先后在项目区发展山楂、核
桃、柿子、香椿、花卉苗木基地0 . 6万亩，年
收益1200万元。通过农业开发项目扶持及招
商引资，相继建成了300亩的仰天农庄、320亩
的东胡有机果蔬、2200亩的“一正”有机农
牧、420亩的东方益林、600亩的青龙山有机果
蔬等5处生态示范园。在园区带动下，蔬菜、
果品、小杂粮、畜牧等有机生产面积达1 . 8万
亩，覆盖周边70%的村庄。

通过多样化经济林和高标准的生态防护
林建设，有效推动了山区旅游业发展。“水
浒第一寨”清风寨、生态种植采摘八喜谷等
生态旅游项目，已成为当地山区经济发展新
的支撑点。

□记者 王洪涛
通讯员 王德芳 米发荣 报道
本报苍山讯 今年上半年，中国农业发

展银行苍山县支行以苍山县国有资产运营有
限公司作为融资平台，向兰陵镇投放2亿元
中长期贷款，用于兰陵镇农民集中住房改造
（一期）项目建设 ,这是该县金融业对农民
住房改造最大的一次投入。

兰陵镇先后被列入临沂市12个优先发展
重点镇、省百个示范镇，省、市、县三级财
政每年2000万元的支持资金对兰陵古镇的建
设起了积极作用。但要加快兰陵古镇的建设
步伐，仍需注入新的资金。农发行苍山支行
两个亿的资金，正解了燃眉之急。项目建成
后，可安置住户3152户，节约土地指标677 . 1
亩，现已有1882户拆迁户搬进新楼房，打消
了农民无房过冬的忧虑。

青州千万资金培植山区现代农业
农民收入明显增加 山区经济活力大增

苍山农发行

助力兰陵古镇建设
□记者 王德琬 报道
本报兖州讯 9月24日，新驿镇文兴坡村环卫保

洁员王瑞兰对记者说，她这个月领到了市镇两级财政
下发的500元的工资，“俺也是公家的人了。”

据了解，兖州市共有7个镇的406个村庄全部建立
了环卫保洁队伍，全市各村（居）配备保洁员793
名，市财政每年拨付保洁员经费395 . 04万元，平均每
人每月补贴400元，镇里再配套补贴每人每月至500
元。镇里建立动态管理和考核机制，首付工资的
8 0%，剩余 2 0%按保洁质量每季度一次“奖优罚
劣”，调动了保洁员的积极性。

去年，兖州总投入1619万元购买了下沉式垃圾箱
457个、环卫车辆21辆、环卫三轮车586辆、垃圾桶
3210个，投入630万元新建了6处压缩式垃圾转运站，
为农村环卫保洁创造了条件。今年，兖州市财政环卫
专项运行经费651 . 22万元，不但保障了环卫工人的工
资开支，还实行“按量定酬”办法，市政府用于购买
各镇垃圾的费用达到205 . 77万元。5—8月份，全市7个
镇农村生活垃圾清运总量达到9300余吨，连续4个月
居济宁市首位，“户集、村收、镇运、市处理”的农
村垃圾处理长效机制实现全覆盖、常规化。

兖州793名农村保洁员

领上工资

□记者 任松高 通讯员 王嘉 徐雯雯 报道
本报乳山讯 “秋季是海参生长的黄金时段，随

着水温逐渐降低，部分海参已结束夏眠开始摄食，在
此提醒广大养殖户，在海参出爬前要进行池塘底质改
良，避免海参吃到夏季腐烂的藻类引起肿嘴。此外，
还应注意外海水质变化，外海水质较好时适当加大换
水量，为海参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如有问题，可咨
询乳山市水产技术推广站服务热线：6655645。”9月
底，海阳所镇金港村水产养殖户王君福又收到市水产
技术推广站发来的渔业技术服务短信。

乳山的渔业养殖户，在家门口就能及时享受到专
业的技术服务，得益于乳山基层渔业技术推广体系的
建立。水产部门从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入手，在白沙
滩、徐家等6个沿海乡镇设立了渔业技术推广专职人
员，并在金港村、小泓村等10个重点渔业村设立了村
级渔业技术服务站，架构起市、镇、村三级渔业技术
服务体系。同时，乳山还开通了渔民短信服务平台，
指定专人，全面收集渔业政策、市场信息、先进养殖
技术知识，以短信方式第一时间发送给广大渔民。

乳山还不断完善渔技推广服务模式，形成了“专
家组+渔技人员+科技示范户+辐射带动户”的渔业科
技成果快速转化通道和“推广机构+协会组织+渔
户”的渔技推广模式。仅去年一年，200名科技示范
户就辐射带动了1000多个养殖户应用了新技术，增加
养殖效益800万元。今年以来，乳山共开展渔业技术
培训9期，培训500余人次，技术指导员累计下乡指导
1600余次，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入户率达95%以上。

乳山养殖户
家门口享受渔业服务

□记者 吴洪斌 隋翔宇
通讯员 林新忠 王强 报道
本报栖霞讯 近日，总投资1600万元的烟台苹

果研发检测中心在栖霞开工建设。该中心将建设检
测、研发设备60多台套，大型实验室和中试车间5
个，成为烟台首家集农产品检测、苹果深加工技术
研发于一体的专业服务中心。

“这种市级检测中心的建设，将从技术层面上
支撑、完善栖霞市对果蔬质量安全的网格化监督管
理体系。”该中心项目负责人介绍说。

据了解，在果蔬生产质量安全监管中，栖霞以
市镇村为单位划分监管网格，整合力量抓好网格内
农业投入品管理及产品质量检测工作，构筑起纵到
底、横到边的监管网格。实行采购、配送、价格、
管理、标识、服务六个统一，形成覆盖市镇村三级
封闭运行的农资配送体系。并成立栖霞市农产品质
量安全检验检测站，镇街区设检测点，基地、市场
和相关企业设检测室，形成上下相连、三位一体的
质量安全检测网络。

“以这种高资质的检测服务中心建设为契机，
栖霞正推动果蔬质量安全由结果公开向全程公开转
变，在此其中，信息化成为关键纽带。”栖霞市分
管农业的副市长鲁明义表示。

以该市主产水果苹果为例，栖霞在苹果网开通
“栖霞苹果”产地证明商标查询体系，将全市果品

贮藏、经销业户纳入数据库平台，消费者可通过网
站、免费电话和手机扫描进行查询和验证。同时，
在部分果蔬龙头企业和合作社应用二维码防伪识别
溯源系统，在栖霞农业投入品监管网开通农业投入
品监督管理系统，实现农资产品数据信息可追溯。

以信息追溯为带动，栖霞的标准化生产也加速
推进。该市先后编写推广了苹果、大樱桃、梨等9种
主要果品，白菜类、瓜类等8大类26种主要蔬菜，香
菇、平菇等6种主要食用菌的质量标准和技术操作规
程，20多种主要出口果蔬的良好农业操作规范，形
成了规范完善、全程控制的质量标准体系。

在这些制度化诚信措施的促进下，栖霞果蔬质
量安全逐渐实现由外部监督向诚信自觉转变。据了
解，该市每年都举办栖霞好人、果蔬质量诚信农户
评选等活动，建立分级评价奖惩制度，以组织机构
代码实名制为基础，为果蔬企业、合作组织和农资
经销业户建立质量诚信档案，分A、B、C、D四个
等级。并建立起信用评价、举报、激励、奖惩等机
制，分级监管，动态管理。目前全市共评定A级单
位421户，B级21户，C级3户。“四化”建设的齐头
并进带来的收效也十分明显。目前，栖霞全市果蔬
栽培面积达130万亩，年总产量185万吨；而在此基
础上，该市实现了果蔬质量安全零投诉、零通报、
零事故，果蔬生产销售总收入达到80多亿元，占农
民收入的90%以上。

年产185万吨果蔬 质量安全实现零投诉

栖霞打造果蔬质量安全放心城市

□李玉光 摄
栖霞苹果陆续上市了。上图为栖霞

市蛇窝泊果品批发市场上，果农正在分拣
苹果。

产业化是发展镇域经济的有效途径
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 牟少岩

高密市夏庄镇———

“东北乡”演绎城镇化新故事

镇 域ZHenYu

农业产业化是以市场为导向，以主导产业、产品
为重点，依靠龙头企业的带动，将农产品生产、加工、
销售有机结合，实现一体化经营的产业组织形式。它
有利于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实现分散小生产与社会化
大市场的对接、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和促进农村经济
的发展，而这些恰恰是镇域经济发展必须面对和解决
的重要问题。

农业产业化的实现路径具有较强的区域性特点，
各地应立足镇域内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经济发展基
础等方面的实际来选择适宜的发展路径。但不管选择
什么样的路径，以下三点是应该把握的。一是要有主
导产业。农业产业化应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
则，围绕主导产业，延长相关产业的产业链条，集中优
势，打造特色。二是要有龙头企业带动。龙头企业是发
展农业产业化的关键，应充分发挥其在传统农业向现

代化的设施农业、工厂化农业转变中的作用。三是要
提高农户的组织化程度。农户组织化程度的提高有不
但利于促进农业生产经营的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
和集约化发展，而且有利于增强农户抵抗市场风险的
能力。高密市夏庄镇在发展农业产业化方面的做法体
现了对上述三点的较好把握。该镇确立了食用菌作为
主导产业，建设了食用菌产业园区，扶持相关龙头企
业在园区集聚发展，通过龙头企业和合作社的带动，
提高了农户的组织化程度，较好的推进了该镇农业现
代化发展的进程。

当然，资本的逐利本性可能会导致部分龙头企业
偏离投资农业的初衷，而发生损害农民利益的行为，
这就需要政府及相关部门加强对农业龙头企业的监
管，以更好的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促进镇域经济的
持续健康发展。

夏庄文化历史悠久，

“龙潭夜雨”、“东浦荷香”

是高密古时八大景之一，

“江北红纸第一村”东李

村，因红纸对联被评为全

国楹联产业基地。

如今，作为诺贝尔文

学奖得主莫言的故乡，夏

庄镇文化旅游发展遇到了

前所未有的机遇，“高密东

北乡、魅力金夏庄”正在叫

响。9月26日，以莫言文学

作品改编的电视剧《红高

粱》在这里正式开拍。

顶着“全国重点镇”、

“全国发展改革试点小城

镇”、“全国环境优美镇”、

“山东省百镇建设示范

镇”、“潍坊市扩权强镇试

点镇”等诸多光环，夏庄镇

牢牢抓住百镇建设和扩权

强镇的重大机遇，以深化

改革、创新机制为动力，实

施新型城镇化战略为主

线，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工

业化为支撑，开启跨越发

展新征程。“高密东北乡”

正在演绎城镇化新故事。

□本报记者 王佳声 见习记者 张 鹏
本报通讯员 王有志 张作顺

产城融合拓展转型新空间

今年初，高密市围绕突破高新技术产业，规划建
设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重点发展蓝色经济、高端
产业和先进制造业。高新区就选在夏庄镇，为后者转
型发展拓展了新空间。

作为高密市工业“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平台，高
新区为夏庄镇提升新型城镇化水平、进军全国百强镇提
供了重要保障和动力源泉。该镇围绕高新区建设，坚持

“区镇一体、镇区融合、各有侧重、共赢发展”的原则，抓
住高新区被列为潍坊市“一区四园”联动发展的机遇，充
分借势潍坊高新区政策、品牌、技术、资源等优势，倾全
镇人力、物力、精力建设高新区，计划利用3至5年的时间
把高新区建设成为高密市工业发展的示范区、高新技术
产业聚集区和全省一流高新区。

孚日工业园是夏庄镇税收贡献最大的工业板块，
主要以家纺、家居、现代物流为主。自今年开始，孚日集
团按照转调思路，调整完善了未来五年的发展规划，实
施二次创业行动，力争五年内总投资50亿元，逐步实施
家居公司二期、毛巾四厂二期、气流纺倍捻、毛巾五厂、
集团总部大楼、中国国际家居博览城等七大建设项目，
进一步完善家纺产业链条，提高装备制造水平，提升品
牌市场价值，实现由世界最大家纺企业向世界最强家纺
企业的转变。所有项目投产后，孚日集团的各项指标将
翻一番，彻底实现再造一个新孚日的目标，为打造千亿
级纺织服装产业集群提供强力支撑。

“2013年是夏庄镇‘项目建设年’，以高新区为载
体，以招商引资推动项目建设，以项目建设促进转调
步伐。”夏庄镇党委书记付联宝表示，目前有26个重大
项目在建，总投资168亿元，包括豪沃汽车覆盖件模
具、恒盛钻采高端石油装备以及明冠科技、永和精密、
天科生物等企业的项目等。

这些大项目为夏庄镇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今年1-8月份，该镇实现财政总收入2 . 92亿元，地方财
政收入1 . 3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7%和19 . 9%。

工厂化生产催生农业新特色

近年来，夏庄镇以食用菌工厂化、园区化生产为
重点，以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为主体，采取龙头带
动、科技支撑、产研结合等有效措施，使传统的食用菌
种植走上了产业化的道路。

目前，夏庄镇规划建设了惠德、保益、益康源、欣
一四大工厂化食用菌园区，带动全镇1400多人从事食
用菌专业化生产，食用菌产业已逐渐完成单户经营向

合作化转变，传统种植向工厂化跨越，单一种类向珍
稀类的扩展，形成了品种多样化、布局园区化、产品品
牌化、经营产业化格局。食用菌工厂化生产已成为夏
庄镇特色农业的一张名片。

去年，惠和食用菌产业园“龙头+合作社+农户”
的经营模式，得到中国农科院、工程院院士的充分肯
定，并向全国推广。惠荣菌菇合作社被评为“全国农民
专业合作社示范社”、“全国首批十佳食用菌专业合作
社”，惠和香菇合作社荣获“山东省食用菌行业优秀合
作社”。惠和金针菇、香菇获国家有机食品认证，金针
菇园区已成为潍坊市有机食用菌园区，今年香菇园区
又通过了有机园区验收。

谈起农业发展的目标，付联宝说：“以食用菌工厂
化生产为统领，坚持用工业化理念、市场化手段、产业
化思维来规划农业、发展农业，实现夏庄现代农业的
全面发展，打造全国食用菌工厂化生产特色镇。”

2012年12月26日，保益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
天津股权交易所挂牌交易，开创了高密市种植业股权
挂牌的先河。目前，夏庄镇通过整合惠德农产品、惠和
农业科技、惠和生物科技等企业优势资源，组建惠和
集团，利用3-5年的时间培育第二家种植业上市企业。

社区化建设形成新样板

近年来，夏庄镇抓住山东省百镇建设示范镇的机
遇，全面提升城镇建设的新形象、新品位，打造宜居宜
业的城镇环境。

“大树点点、杨树镶边、花草铺面”，这是夏庄城镇
建设的绿化要求。夏庄镇以河流、道路、村庄绿化为重
点，建设了潍胶路、夷安大道、张二路等10个绿化工
程，建设休闲娱乐小广场、小花园20多处，建成绿地
200多万平方米；胶河湿地公园工程，为高密市加强了
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水生态环境建设的支撑，加快了
休闲旅游产业的发展。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夏庄镇配套完善了天然
气、供排水、安全饮用水等，对村内的湾塘进行了综合
整治，使昔日的垃圾湾变成“小西湖”，建成并投入使
用了污水处理厂；安装压缩式垃圾中转站11套，自动
式垃圾箱345个，成立了环卫队，组建了路灯、绿化、道
路三支队伍，建立了保洁管理长效机制，达到了“城乡
环卫一体化”目标。

以“便民、利民、安民、惠民”为出发点，按照“地域
相近、方便群众、便于管理服务”的原则，夏庄镇规划
建设了官庄社区。社区按功能规划有工业区、居民区、
商业区三大区域，加快推进了小学、幼儿园、养老中
心、卫生中心、华夏花园、王家官庄新村、和谐家园、官
庄大厦、高密市中心敬老院等9个重点工程。按照蓝
图，官庄社区全面建成后，将以17层的官庄大厦为中
心，在半径1000米的范围内，形成教育、卫生、养老、商
贸服务圈，以提升社区的承载力和吸纳力。

◆专家点评

亚洲
最大的家
纺生产基
地孚日工
业园。


	05-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