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马景阳
本报通讯员 闫盛霆 仇慧清

隆冬时节，淄博市淄川区寨里镇莪庄
村，富硒大棚里的黄瓜、草莓长势喜人，
但棚对面的一大片土地却长满了“杂
草”。为啥让地荒着，难道没人种？面对
记者的疑惑，“荒地”的承包者肖长金给
出了答案：让土地“休养生息”一下。

时间追溯到2009年6月。当年美国印第
安纳大学学者和中国疾控中心人员在淄川
考察，意外发现莪庄村周围几千亩的土壤
里富含硒元素。村党支部书记肖长金和侄
子肖淑锋敏锐地意识到富硒这一巨大商
机，于是成立了淄博淄川长金蔬菜专业合
作社，并以每亩1000元的价格从村民手中
流转了500亩土地用来发展富硒大棚蔬菜。
先天条件优越加上管理得当，他们的蔬菜

大棚大获成功，富硒产品供不应求。据
悉，土地流转后先种了两年的小麦和玉
米，2011年修建富硒蔬菜大棚时，他们发
现有31亩土地比其它富硒地的土质要好、
土层要厚。出于对土地的责任感，爷俩冒
出了一个大胆的念头：既然是好地，那就
让它再养上几年，肯定发挥更大的效能。
于是，这一“睡”就是四年。

“土地‘休息’了，是否意味着你们
啥也不用管？”对于记者的疑问，肖长金
解释说，休耕不等于抛荒，绝不是把土地
丢在那里不管。虽然一开始对地里的杂草
“放任不管”，但一到春天就烧掉，把烧
的草木灰连同平时大棚里剩余的农家肥、
粉碎的玉米秸秆等一起深翻到土里，自然
腐熟就成了提高土壤有机质的上好“原
料”。让地常年荒着，还时常用大型拖拉
机深松深翻，面对这一“反常”做法，村

民们沉不住气了：这么好的地，一荒这么
多年，太可惜了！

面对大家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抱怨，
肖长金和肖淑锋爷俩的观念从未动摇，
总是一笑而过。他们的定位是高端富硒
蔬菜，销售基本以大企业、中高端消费
群体团购为主，并在部分小区设立直销
点，对产品的要求非常高。只有让土地
休耕，使土壤养分得以分解、释放，便
于作物更好吸收，自然就能生产出高品
质的富硒蔬菜。

“与前几年的黄土相比，地里的土
已开始有了黑褐色的光泽。”肖长金翻搅
着“荒地”里的泥土告诉记者。由于从
2002年到2014年先后5次抽检发现土壤中硒
含量不变，所以他们让土地“休息”的另
外一个目的就是想测验一下土地休耕后硒
的含量是否会增加。

进入初冬的几天里，他们正在着手准
备测试，为明年种植奠定基础。据了解，
他们明年计划在这31亩地上建立7个冬暖式
富硒大棚，主要以种植茄子、黄瓜等绿色
有机蔬菜为主。除了休耕，他们目前所有
的蔬菜大棚都是采用轮作，有序地让每个
大棚每季度都不重复种同样的蔬菜，以此
来帮助土地恢复肥力。

同时，为了让土地更好地休养恢复，
他们的大棚蔬菜比正常的拔秧要早一个
月，再加上不使用化肥、农药等，导致其
产量比正常大棚要少将近一半。“只有让
地‘睡’好了，种出来的菜才会好吃。就
拿西红柿来说，当前一斤普通的柿子市场
价是1—2元，而富硒西红柿现已卖到1 0
元，那么在休耕后土地上产的西红柿将会
卖到15元一斤。”肖长金对未来市场充满
了信心。

休耕轮作恢复地力

淄川：31亩土地“一睡”4年多

□本报记者 王洪涛

贫困户流转54亩土地

12月18日，寒风凛冽，平邑县丰阳镇
南埠庄村村南，满山遍野的桃树苗已长到
一人多高，显示出勃勃生机。

“俺今年承包了54亩丘陵地，全部都
种上了‘黄金冠’桃树，要是没有第一书
记协调来的扶贫资金兜底，俺可不敢这么
大干。”南埠庄村的贫困户张灿华，今年
以每亩400元的价格流转了村里贫困户的54
亩丘陵地，土地流转资金以及几千棵桃树
苗子，都是由扶贫资金来支付的。为了整
理土地，他还雇用了村里的几十名贫困
户。在张灿华的示范带动下，村里的贫困
户也流转土地载上了葡萄、苹果。68岁的
张富印老汉则免费领到了4只小尾寒羊，目
前都已经怀孕待产。

南埠庄村是省定贫困村，共有1205口
人，贫困人口达到了491人。李卫东是省委
政策研究室派驻这个村的第一书记。今年

以来，包括李卫东在内的省派驻平邑县的
13名第一书记，着力实施精准扶贫，“量
身定做”了帮扶措施。截至目前，13名第
一书记争取到位各类资金3000余万元，帮
助帮包村硬化道路近15万平方米，新修乡
村路(生产路)20余公里、抗旱打井4眼、改
造供电线路20余公里，13个帮扶村都实现
了户户通水泥路。全县扶贫户新种植各类
果树200余亩，发展家庭养殖60户，种植优
质瓜菜13亩，已有306户扶贫户实现脱贫。

自家的屋顶入了股

在温水镇方兴村，记者看到，新建好
的村委办公房屋顶上，密密麻麻铺满了太
阳能电池板，共有80块。这座21KW的村级
屋顶光伏电站，所有发的电都会按1 . 05元/
度的价格卖给国家电网。今年12月建成以
来，已累计发了1199度电。

“按照平邑县最低光照时间计算，这
个电站每年能发2 . 88万度电，预计每年能创
造四五万元的收入，电站的设计寿命是20
年，这些收益中的60%将用于精准扶贫项

目。”该村党支部书记刘淑才说。
贫困村上了这么一个“高大上”的项

目，在当地可是个新鲜事。引进这个项目
的人民银行济南分行派驻该村第一书记杜
敏勇也成了名人。

杜敏勇告诉记者，为了进一步推广这
个项目，特别是让项目惠及贫困户，在他
的倡导下，村里成立了全省首个光伏农业
专业合作社——— 平邑县长明光伏农业专业
合作社，将贫困户都纳入到合作社当中。
符合条件的贫困户以自家的屋顶入股合作
社，作价500元，由合作社在各家屋顶统一
建设光伏电站，贫困户可以年年分红。

如果贫困户想要自己建设光伏电站，
可以通过杜敏勇牵线，在村里成立的“惠
农金融服务站”来贷款，通过金融扶贫的
方式推动项目建设。

配股+赠股，合作奔小康

地方镇王崮山村是个果树大村，每年
黄桃能收获1500多万斤，山楂500多万斤。
但村里还有贫困人口1138人，占全村人口

近一半。
山东银监局派驻该村的第一书记刘智

波到村后，通过与村里商量后决定，成立
王崮山果树种植专业合作社。

“我们将30万元精准扶贫款作为合作
社的启动资金，每个贫困户都加入到合作
社中。”刘智波告诉记者，为了增强合作
社的吸引力，对于贫困户给以配股的优惠
措施，特别是年满60岁的贫困户给予2股赠
股、年满70岁给予4股赠股。

该村65岁的村民李明兴花了300元入了3
股到合作社，根据优惠措施，他将另外获
得3股的配股，再加上2股赠股，总共能获
得8股的合作社股份。“这样的好事，从来
还没有过呢。”李明兴高兴地说。

“合作社的收入主要有四方面，一是
农资销售获得的微利，二是即将建成的100
亩果园的收益，三是果品收售流转的收益，
四是跟收购商收取的市场代办费。以后还将
引进电商，这个渠道也会有盈利收入。”该村
村委会主任王发展说，按照他做果品商贩的
经验，这个合作社每年能有20万到30万元的
收入，这些收入的60%将被用于精准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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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建起了光伏发电站
——— 省派驻平邑第一书记精准扶贫纪实

□记者 张环泽 通讯员 张大东 孙法浩 报道
本报枣庄讯 为切实加强全区党风政风行风建设，枣庄市

峄城区组织开展了党风政风行风民主评议活动，选取了全区经
济和社会管理类、行政执法类、公共服务类等90个部门(单位)与
具有行政审批、执法管理、公共服务职能的100个科室进行评议。

此次评议活动按照“谁熟悉由谁评、管理谁由谁评、服务
谁由谁评”的原则，在全区选取了包括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纪检干部、新闻媒体、各类企业、基层站所、个体工商业
户和居民代表等共计500人的评议代表。重点评议执行党风廉
政建设责任制情况、作风建设情况、办事服务情况、依法履职
情况、工作纪律遵守情况等5个方面内容。

区委常委、纪委书记高淦表示，对评议代表提出的具体问
题、意见和建议，将安排专人认真梳理，把反映的突出问题向
社会公开，跟踪督查办理，落实责任。

峄城：500群众

评议政府部门

□记者 于向阳 通讯员 张进 吴增亮 报道
本报莱芜讯 为更好地发挥本地人才的引领示范带动作

用，增强发展新动力，近日，莱芜市钢城区按照“以才为本、
德才兼备”的标准从全区评选出16名“汶源英才”。

据了解，根据全区各行业发展情况，该区设置了党政管理
人才、专业技术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高技能人才、农村
实用人才和社会工作人才等6类“汶源英才”。本着“不拘一
格降人才”的理念，不管是当地土生土长的还是从外地引入在
钢城落户扎根的均可参与“汶源英才”评选。对评选出的“汶
源英才”，在3年的管理期内，每月发放1000元的政府津贴，
以此激励其发挥人才引领作用，成长为本区域本行业的领头
羊。同时，对积极申报但未被评为“汶源英才”的均纳入钢城
人才库予以重点关注和培养，不断增强其创新创业技能。

钢城：16名“汶源英才”

月领政府津贴

□任增亮 报道
本报滨州讯 “我这个箱子可是个宝贝，水果放在里边能

比普通的纸箱多保鲜15天，再就是它的抗压能力强，解决了水
果长途运输的保鲜和水果箱被压塌问题。你看站上个人一点事
没有。”12月22日上午，正在指挥生产的滨州市中煦包装有限
公司总理杜庆峰随手拿过一个包装箱。“这可是我花重金从外
地买回了的专利产品。它简直就是一个便携式的‘小冰
箱’。”

今年11月，杜庆峰投资从湖北买断了纳米果蔬保鲜纸箱和
冷库防潮纸箱两项专利的生产权。“为了做出高档箱，公司从
广州高薪聘请了三名全国一流水平的师傅。由于设备先进，中
煦包装在没增加一个人的情况下，生产能力一下提高了十四
倍。”

“中煦公司的新产品不但具有保鲜、防潮和防压功能，而
且价格还和普通纸箱差不多。”正在公司拉货的的寿光市稻田
镇赵世龙经理拿着刚下线的水果箱高兴地说。

杜庆峰：水果箱

做成“小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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