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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蟹和谐共生

6月26日，在高青县芦湖街道的太平魏村、苏家村、道堂李
村、小张村等地，记者看到从村民手中流转的连片水稻田，稻
田旁的沟渠里刚刚撒上蟹苗。这是高青创新土地利用模式、增
加土地资源利用率的一项举措。

在芦湖街道，通过土地流转养蟹的水稻田一共涉及5个村。
芦湖街道党工委副书记申彩虹说：“收获时每只蟹子能达到
100g—150g，亩产稻谷600公斤，产品进入市场后，稻米以其不
打农药、不用化肥、原生态自然生长、口感香甜等特点，深受
消费者喜爱。”

通过此方式养殖出来的蟹，以其生长环境适宜、无病害、
口感鲜嫩，比常规养殖市场价高20%，仅此一项每亩增收3000余
元。去年试验成功后，今年，芦湖街道农凯米业等稻田重点区
域，均掀起稻田蟹养殖高潮，据统计，今年全县稻田蟹养殖面
积可达5400亩。

随后，记者来到淄博农凯米业有限公司，该公司2011年至
2013年建成2万亩高产优质高青大米基地，带动农户发展17000
亩，年储存加工优质高青大米1 . 2万吨，为高青县农民增收、农
业增效做出贡献。公司种植基地负责人李玉刚表示，虽然因为
田间工程的施工减少了水稻种植面积，但通过对比分析，稻田
面积微量减少，对稻谷产量影响不大，并且能收获质优、价高
的水产品和稻谷。

“稻田养蟹这种有机种植模式，除了增加经济效益，生态
效益也很明显，能大幅减少单一种稻或单一养蟹所造成的农业
面源污染，改善地力，降低农药、追肥和人工成本投入。”李
玉刚说，生产过程中，不用农药和化肥，全部使用畜禽土杂肥
料，应用粘虫板、紫光灯和人工捕捉等方式防治病虫害。

农户收入倍增

今年，高青县芦湖街道再次引进优质蟹苗10余万只，利用
农凯米业公司的优质稻田，进行河蟹养殖。为更好地指导企业
科学生产，县水产局制定了一套“科技套餐”，加强科技服
务：对承包户进行专题培训，向承包户发送短信和印发技术资
料，指导企业和稻田养蟹大户实现水稻与河蟹共生模式的科学
管理。同时，组织专家定期到种养企业和农户进行走访，到养
殖现场进行技术指导，及时解决疑难问题。

这些有利措施，有效地促进了当地农户增收。“一年忙个
100天，收入6000元。每户大约能流转2亩地，流转土地所得2600
元，加起来就是8600元。”申彩虹介绍，公司将土地从农户手
中流转上去后，农户每年每亩可得1300元。流转土地后，农民
再到公司打工，每天最低可收入60元左右。而以前，农户靠自
己种地，一年才收入2000多元。这样一来，流转土地发展综合
种植、养殖，农民收入翻了好几番。

今年64岁的苏家村村民陈树真，种水稻已经有30多年了，
2011年将土地流转出去。“我流转出去9亩地，有4亩在稻田蟹的养
殖片区内，可以养殖稻田蟹。还有3亩地不是连片的，自己种。”

他告诉记者，3月份到10月份，是春稻和夏稻种植的时节，
这时候，他会来农凯米业公司打工。另外，每年稻田蟹养殖都
要重新围网。“围网时，需要30多人，围个四五天，一天能收
入80元，四五天下来，又是四五百元的收入。”陈树真告诉记
者，目前，他光打工，每月就能收入2000元左右，农闲时就在
家休息。

“我们老两口年纪都大了，出去打工也不方便。多亏了土
地流转和稻田蟹养殖，我们不用出村子，就能在家门口干活赚
钱。”陈树真说。

利用自然优势发展现代农业

芦湖街道农委主任张雷告诉记者，高青芦湖街道有得天独
厚的气候条件，为发展现代农业奠定了基础。“农凯米业公司
西侧是沉砂池，北依黄河、南邻大芦湖水库，水资源丰富，生
态环境好，有利于稻田蟹生长。”

张雷称，稻田养蟹、稻蟹共生的生产结构，改变了单一种
植结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显著，是尊重、保护
自然的生态文明体现，是保证农（渔）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
有效探索，为高青沿黄地区种养殖户增收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稻田蟹发展，将会促进县里渔业名、优、特、新品种发展，
综合效益可观。”

依托优越的地理条件，受到稻田蟹养殖的带动，企业和养
殖大户看到了土地综合利用的发展前景，开始利用稻田养鸭、
养泥鳅，提高经济效益。就农凯米业公司来说，2013年，养殖
稻田鸭5000只，稻田蟹3000公斤，每只成鸭卖到了50元，稻田蟹
每公斤100元，当年新增销售收入55万余元。

李玉刚介绍，土地的综合利用，也使机械化种植更易推
广。2014年，他们与华南农业大学罗锡文院士合作，引进水稻
直播全程机械化技术体系。“水稻直播省去育秧和插秧环节，
比人工插秧增产10%，亩节本增效120元以上。”今年，试验直
播面积100亩，直接节约生产成本12万元。

为了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农凯米业公司集中流转土
地、发展稻田蟹项目后，还新建智能温室育苗棚、冬暖棚，莲
藕池等，并将陆续建设现代农业休闲观光区、标准化畜禽养殖
场。“按照规模化开发、低碳化改良、标准化提升的理念，建
成水稻种植加工、畜禽养殖、生态观光于一体的现代农业园，
促进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农业现代化。”李玉刚说。

高青县稻田蟹养殖提高土地综合利用率

稻花香里蟹儿肥

去年，高青县为搞好渔业

结构调整，充分利用土地资

源，增加土地附加值，年初通

过外地考察和科学论证，引进

了稻田蟹立体养殖模式，在

“农凯米业”股份有限公司建

立稻田蟹养殖试验示范基地130

亩，利用稻蟹共生、互利互促

的原理，在优质稻田里投放优

质蟹苗13万只。此举增产增效

显著，综合效益可观，为全县

农业增效和渔民增收探索了一

条切实可行的好路子。

□ 本报记者 程芃芃 本报通讯员 李全斌

建设工程垃圾变成“宝贝”

建设工程垃圾等固体废物一直是提升城乡容貌和环境卫生
质量的一大难题，不仅侵占大量土地，且对土壤质量甚至水资
源带来严重破坏。在耐火材料、建材和陶瓷厂聚集的龙泉镇，
每天近百吨的固体废弃垃圾，在交由坐落于本镇的山东东华水
泥公司后，成功实现了变废为宝。

“一直以来，国家都在鼓励支持大型水泥厂的干法水泥窑
对工业废弃物和生活垃圾等进行处置，我们通过对周边企业的
调研发现，龙泉镇较多瓷砖、瓦片、陶管、煤灰等工业废弃物
可以通过加工处理后，作为配料投入水泥生产中去。”该公司
质量控制中心主任王汝刚说。

今年5月，龙泉镇政府联手东华水泥公司进行工业废弃物处
理。堆积在村居内的固体垃圾，在村内分类清理后，每周由镇
政府派出运输车运送到水泥厂，当地企业自行分类运送，水泥
厂免费对固体垃圾进行粉碎处理。

“一吨工业废弃物可节省成本10多块钱，上周送来的600多
吨，这一下就省去了近7000元的原料采购成本。”王汝刚说。

王汝刚告诉记者，瓷砖、瓦片等工业废弃物中含有的氧化
钙、氧化硅等正适合做水泥生产的配料，不仅能实现废弃物的
资源化、无毒化，而且由于废弃物已经过高温处理，可省去正
常水泥生产的高温脱水环节，从而节省了煤炭等燃料的消耗。

多年“血栓”被疏通

6月18日早，两台挖掘机正在般河龙泉镇圈子村段忙碌着清
理多年堆积的河道垃圾，熏天的恶臭扑面而来。

“淄川的故名‘般阳’就是由这条般河而来，可多年来般
河却被沿途村庄的生活垃圾堵成了‘血栓’。”龙泉镇城建服
务中心主任秦永申指着不远处的一座近8米高的石桥说，没清理
之前，有两个桥洞被垃圾堵满，满河道的垃圾一遇汛期，下游
的淄川城区就会成为“垃圾场”。

秦永申介绍，“以前龙泉镇每月的生活垃圾收集量是60吨
左右，现在每月生活垃圾的收集量却能达到500吨。”翻了近10
倍。那么原来这些垃圾都去哪了呢？在河道和山坡附近的居民
都知道，原来家附近没有垃圾桶，投放到垃圾池又嫌太远，因
此，垃圾就随着“随手一扔”进了河道，上了山。

“现在般河不臭了，俺村里条条胡同口都摆着大垃圾桶，
天天都有垃圾清运车清理，河里没有了生活垃圾，加上铺设了
专门的污水管道，只要没事俺就带着孩子来河边的广场上
玩。”村民刘爱霞对近来村容村貌的变化连连称赞。

“村里安上垃圾桶后，村民的卫生意识提高得非常明显，
走在干干净净的水泥路上，哪还有人好意思乱扔垃圾？俺一天
只有早上清理垃圾筒的时候累点，平时村里的卫生保持得可好
了！”龙泉镇韩庄村的保洁员王芳说。

在韩庄村，同王芳一样的保洁员共有12名，由村委会聘
任，工资按照保洁面积而定，每月500—800元不等，此外，每月对
表现优秀的保洁员发放100—300元不等的奖金。12名保洁员将全
村划为12个责任片区，除保证片区的卫生情况外，还兼任对区内
村民开展环境卫生、生活方式教育和进行卫生监督的工作。

环境卫生考核一票否决

龙泉镇的环卫一体化只是个缩影，实现全区“户集、村
收、镇运、区处理”的村居生活垃圾收集处理体系全覆盖成为

淄川区的头号工程。
为完善现有的环卫基础设施，淄川区政府共财政拨款2000

万元，现已为各镇办购置垃圾桶12000余只，垃圾压缩车27台，
钩臂式垃圾箱570余个，钩臂式垃圾车20余台。此外，在龙泉等
试点镇还专门成立了专管机构环卫所，不仅建立了生活垃圾压
缩中转站，还建立保洁、清运、处理一条龙式的市场化运行模
式。

每个季度，淄川区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处都会会同区财政
局、综合治理办公室等部门对各镇办的城乡生活垃圾一体化管
理工作进行考核。每月，淄川区住建局和环卫处还会对各镇办
村居环卫基础设施建设、保洁人员队伍建设、经费保障、垃圾
收集转运量等进行通报，并评选出最美和最脏村居。

“对工作进展缓慢、群众意见较大的镇办及季度考核末位
的主要负责人和分管负责人，不仅会安排问责和区长约谈，而
且要对其参加的各级文明村镇、社区等评选活动实行一票否
决！”淄川区环境卫生管理处主任李昌元说。

为规范淄川建设工程垃圾及渣土运输管理，淄川区还特别
成立了由环卫、环保、交警、交通、住建、城管等部门联合组
成的建设工程垃圾及渣土办公室。建设单位不仅要在开工7日前
向管理办公室申报建筑垃圾处置申请，还要按每平方米5元的标
准缴纳处置保证金。

保护乡里卫生，村民们也是人人有责，在城乡环卫一体化
推进的过程中，乱倒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的行为还是时有发
生。对此，村民可以通过电话、电子邮件、信件等以实名制的
方式向环卫处举报，查实后奖励举报人500元现金。

李昌元告诉记者，当前淄川全区的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
理率仅有34%，计划在今年年底实现60%，以保证2015年顺利完
成达到90%以上的任务，实现城乡环卫一体化全覆盖。

建筑垃圾烧水泥 生活垃圾能发电

城乡环卫一体化打造乡村新面貌

陶管、瓦片、瓷砖、日用

陶瓷瓷片、煤灰等这些堆在村

头巷尾、让人头疼的工业废

料、建筑垃圾，如今却能变废

为宝，成为烧制水泥的原料，

日前，淄川区龙泉镇对建筑垃

圾的处理成功破题。在进行环

境综合整治的过程中，龙泉镇

不断探索，与多方合作，结合

一事一议“乡村连片治理”项

目，针对生活垃圾、工业垃圾

的处理，实行城乡环卫一体

化，使得乡村旧貌换新颜。

□ 本报记者 孙华飞 本报通讯员 周建霞 秦永申

高青县芦湖街道
苏家村村民正在投放
蟹苗。（资料片）

□孙华飞 报道
日前，龙泉镇环

卫设施投入运行，保
洁员每天将各村居内
的垃圾统一收集储
运。

阅
读
提
示

阅
读
提
示

□记者 魏茜茜 报道

本报淄博讯 今年1—5月份，淄博国家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地方财政收入完成108504万元，
比去年同期增收3071万元，增长2 . 91%。

今年以来，高新区财政局积极协调两税部
门，进一步明确目标任务，强化征管措施，大力组
织收入。高新区各项收入指标持续稳步增长。税收
收入完成88041万元，比去年同期增收6551万元，增
长8 . 0 4%；非税收入完成20463万元，同比下降
14 . 53%；税收比重为81 . 14%，较去年同期提高了
3 . 85个百分点。从征收部门情况看，国税部门完成
23347万元，同比增长15 . 98%；地税部门完成65830
万元，同比增长3 . 31%；财政部门完成19327万元，
同比下降10 . 44%。两税部门完成情况均好于全市
水平。其中，国税部门增幅高于全市平均1 . 6个百
分点，地税部门高于全市平均水平6 . 96个百分点。

高新区———

1—5月份地方财政

同比增收3071万元

□记者 魏茜茜 报道
本报高青讯 医疗保险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

的“救命钱”。管好、用好这笔资金，不仅直接关系
到广大参保人的切身利益和生命健康安全，而且
关系到医疗保险制度的良好运行和可持续发展。

自2014年1月1日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运行后，
高青县医疗保险处肩负着监管全县36万人口“救
命钱”的重任。为确保医保基金安全运行，提高
基金使用效益，防止骗取、套取医保基金现象，
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医保监督工作。

一是加强监督人员力量，专门成立了由5人
组成的监管队伍。监管人员既有扎实的医疗专业
知识及丰富的监管经验，又具有高度的责任心。
二是制定合理的监管制度，落实专人负责。每周
对定点医疗机构不定时必查一次。三是按照全市
的要求，利用计算机信息系统进行实时监控，重
点监控参合人员的外伤审批。发现问题及时到定
点医疗机构或下村核实处理。四是全面开展医疗
保险基金支付专项检查，强化定期或不定期对定
点医疗机构的监督。通过看、问、查医嘱、查病
历的办法，查处冒名住院、挂床住院、分解住
院、虚增费用、伪造病历等违反协议规定的情
况。对违反医保政策的定点医疗机构下发整改意
见书，并追究违约责任。

淄川———

淄博首台风力发电机组

安装完毕
□记者 孙华飞 通讯员 翟慎安 报道
本报淄博讯 6月25日，在淄川区西河镇薛

家峪风电场大安村海拔626米的东大崖山顶上，
一台高80米、重200多吨的风车塔筒在起重机械
的操作下笔直地耸立，长度达4 5 . 3米的风叶正
在吊装，风力发电机组安装完毕。

据悉，西河镇薛家峪风电场是淄博市目前唯
一的风力发电项目，由中广核集团投资建设，计
划总投资5亿元，新建总装机容量5万千瓦，安装
单机容量1500千瓦风力发电机33台，年发电量约
9137万度。项目于今年3月份开始建设，年底建
成投产发电。

高青———

管好群众的“救命钱”

□记者 魏茜茜 报道
本报淄博讯 为进一步巩固和提高基层民兵

连长的军事素养，增强民兵连长的指挥力、凝聚
力、战斗力，6月23日至6月26日，源泉镇28个行
政村的民兵连长参加了区武装部组织的“全区基
层民兵连长军事集训”。

本次集训主要以理论辅导、必要的专业知识
讲座和相关军事技能训练为内容，集训期间实行
封闭式、军事化管理，保障了集训效果。大家本
着“练为战、不为看”的目的，通过本次集训切
实增强自身的军事素质和技能，为人民群众的切
身利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可靠保障；以本次集
训为契机，结合本村实际为建设“秀美山川，幸
福源泉”再立新功。

博山———

源泉镇民兵连长

吹响军训集结号

□记 者 魏茜茜
通讯员 王京方 报道

本报淄博讯 近日，文昌湖区管委会萌水镇
邀请周村职业中专有关专家，面向全镇农业产
前、产中、产后服务和农村社会管理领域的50余
名村管理人员和花卉苗木园艺从业人员开展了为
期4天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记者了解到，培训内容涉及各类花卉苗木良
种的培育，参加培训的人员对所培训的知识很感
兴趣，不时提出各种问题，专家对学员所提出的
问题都做了详细地解答。通过此次培训，基层农
民管理员学到了不少新知识、新技术，开阔了视
野，从事农业生产的能力大幅提高，为进一步提
高萌水镇现代化农业服务体系，发展森林旅游、
都市农业，繁荣农村经济，促进生态萌水建设夯
实了基础。

文昌湖区———

萌水镇举办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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