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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涛 通讯员 张强 报道
本报宁阳讯 4月7日，宁阳县创建国家卫生

县城暨迎接省级卫生县城复审工作动员会议举
行，标志着宁阳县创建国家卫生县城暨迎接省级
卫生县城复审工作正式启动。

据悉，宁阳县从1996年起成为省级卫生县
城，经过多年建设，县城功能不断完善，管理水
平持续提升。截至去年底，该县建成区面积达21 . 5
平方公里，但和先进县（市、区）相比，宁阳规划建
设管理的标准和水平还有不小差距。同时，环卫管
理不到位、环卫设施不达标，老城区和城中村脏
乱差，随处摆摊，乱贴乱画、乱停乱放等“十
乱”现象依然存在。这些问题困扰着市民日常生
活，影响着县城功能的进一步提升和发挥。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为进一步提升县城形
象，造福百姓，打造发展软实力，今年以来，宁
阳县委、县政府审时度势，提出了利用3年时间
创建国家卫生县城的奋斗目标。

据了解，国家卫生县城测评内容侧重于民
生、群众健康生活，创建标准共9大类52大项，
指标要求标准高，检查通过难度大，荣誉称号分
量重，是对一个地方政治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
价。“创建国家卫生县城，决不能为‘创’而
‘创’，而是要通过创建，解决群众反映最多、
意见最大的突出问题，补齐城市建设管理短板，
进一步改善人居环境，让广大群众切实享受到国
家卫生县城创建成果。”泰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宁阳县委书记刘学保说。

据介绍，国家卫生县城创建周期为3年，今
年是新一轮创建周期（2017—2019年）的第一
年。宁阳县立足实际，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确
定了总的目标任务：一是攻坚两个月，以崭新面
貌迎接国家卫生县城市级初审，确保顺利通过省
级考核；二是持续3年，做到年年有提升，3年大
变样，全面提升创建水平，确保国家卫生县城创
建成功；三是常抓不懈，建立国家卫生县城长效
管理机制，确保创建成果长效保持。

在创建国家卫生县城过程中，宁阳县将采取
建立台账，挂账销号，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等方
式，重点在治脏、治乱、治堵、治违上下功夫，
全面彻底清理积存垃圾和卫生死角，着力改善城
市基础设施和环卫设施条件。着力加大城区绿
化、亮化力度，提高绿化覆盖率和亮灯率。着力
加强市容和秩序管理，坚决清除占道经营、店外
经营、乱停乱放和交通拥堵现象。

为保证创建任务达成，宁阳县成立了以县长
为组长、9个副县级干部为副组长、48个县直和
乡镇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在
全县构建党政齐抓、上下联动的创建工作领导格
局。同时实行网格化包保责任制，建立“以网格
为块、以责任单位为条、条块结合、以块为主、
全民动手、齐抓共管”的创建工作模式，落实责
任，各司其职，确保整体工作有序运转。

□ 本报记者 曹儒峰
本报通讯员 张鼎信 马庆泉 刘志明

规模经营 科学管理

地龙农机合作社位于肥城市蔡家颜子村，
该村以粮食生产为主，常住人口480人，拥有
耕地944亩。近年来，随着城镇化步伐加快，
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严重流失，全村粮食生产和
村集体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制约。2013年现任地
龙农机合作社社长汪西军回乡创业，为村集体
经济的复苏带来了转机。

汪西军在城市干工程多年，带着头脑、资
金和满怀抱负，回到家乡任村主任。面对农村经
济发展面临的窘境，他说服乡亲们带资带地入
股，搞农机服务合作社，走上了规模化、集约化
发展的路子。合作社社员以土地、农业机械和资
金折股入社，年终结算分红，合作社对生产资料
进行统一经营管理。地龙农机合作社成立后依
靠水利设施和机械化水平较高的优势，运用高
效作业技术工艺，通过采取粮食耕、耙、播、植保
等机械化生产模式，可节约土地面积14%—20%，
节水60%以上，不仅增加了粮食产量，而且通过
统一采购种子、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大大降
低了生产成本，解放了农村劳动力。

“合作社通过统一采购种子、化肥、农药
等农资产品，统一使用机械，每亩可节约成本
200元。土地流转后在合作社统一经营下比分
散经营每年每亩可增产量180斤，按市价折
算，每亩可为农户增加200元收入。而社员在
获得稳定入股分红的同时还可以外出务工，每
年可增收5万元以上，经济收入相当可观。”
合作社经营主管汪官静说。

合作社带来的可观收益极大调动了周边村
民入社的积极性，目前，合作社共有社员86
人，农机具60余台套，流转土地2472 . 4亩。通

过科学化经营管理每年可创造经济效益100余
万元，每名社员利润分红3000多元。

拓宽服务 推进农业现代化

在实现村社协同发展的同时，为了适应农
业现代化发展趋势，地龙农机合作社进一步加
强综合服务能力建设。合作社相继建成标准化
车库房1000平方米，粮食烘干场地1200平方
米，粮食储备仓库1400平方米，硬化场地3200平
方米，引进大型自走式收获机械、大马力拖拉
机、喷灌机、深耕深松、植保、精播、运输车等农
机装备。结合机械数量多、机具集成配套、生产
规模大等优势，通过推行“订单作业”“土地托
管”等作业服务模式，可以为全村及周边地区
农业生产提供高标准全程社会化服务。

2015年，粮食价格下降的阴霾不期而至，
对粮食销售造成极大冲击，合作社利润空间被
压缩30%以上。面对困境，合作社及时调整经
营策略，通过减少流转，增加托管，投资100
万元新上六组烘干机，建成拥有9台组粮食烘
干设备，950平方米粮食储备仓库，年烘干能
力10000吨的粮食烘干中心，当年烘干粮食5000
余吨，大大降低了粮食损失率，有效缓解了粮
食市场波动对合作社及农户的冲击。

据了解，地龙农机合作社结合自身农机具
配套优势，使流转土地生产的粮食，加上部分

托管土地的粮食，不出两小时就可直接进入烘
干设备，减少了粮食霉变的可能性，提高了粮
食的品质和口感。烘干后的粮食部分储藏，待
价出售，部分就地加工成优质面粉面条、面包
等品牌系列产品，进入消费者家庭，为广大农
户带来实实在在的实惠。

随着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维修及技术需求
不断增加，合作社进一步推进技术服务能力建
设。聘请高级维修工1人，中级维修工4人，建成
200平方米维修车间和300余平方米的培训教室，
并围绕驾驶员安全操作技能、农机维修保养技
术、保护性耕作新技术等内容开展技能培训。

目前，地龙农机合作社已发展成为集耕、
种、收、管、烘、运、销“一条龙”服务、农
机推广、技术培训、机具维修于一体的区域性
综合服务组织。

打造品牌 融合发展

去年地龙农机合作社深刻吸取单一农业生
产模式下粮价波动对合作社造成巨大冲击的教
训，痛定思痛，决定借助全市开展农村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试点工作的契机，走农业产业一
体化发展的路子，增强合作社抵御市场风险的
能力。在合作社一班人员的共同努力下，通过
多方筹措投资351万元购置的高档6FTSM-8型
石磨等级面粉加工生产线成套设备，建成450

平方米加工车间，并迅速投入运营，创造出属
于自己的“石磨面粉”品牌，取得了良好的经
济效益。

“我们这个石磨面粉加工生产线最大的特
点就是精研细磨。仅小麦清洗这一项就有吸铁、
去石、纯净水清选等十几道工序。在制粉环节，
充分发挥机头、石磨两种设备的功能，实现了皮
芯分开、去皮磨芯。经过石磨加工出来的面粉品
质好、麦香浓、口感佳、附加值高，深受市场青
睐。”机组技术工程师谷传厚介绍说。

石磨面粉深加工是推动农业产业全链条化
的重要一步。目前该项目已正式投产运营。据
了解，合作社石磨面粉深加工项目每天可加工
小麦2000余斤，出粉1600余斤，按目前市场行
情计算，每天可实现销售收入6000余元，收益
相较原粮零售收入提升了3倍以上。“下一步
我们将创新流通方式和流通业态，完善精磨面
粉、品牌面粉等农产品的流通骨干网络，推进
各种形式的对接直销，将产品进一步推向北上
广等大中城市，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互促发展。”合作社理事长汪西军说。

地龙麦芯制粉新产业成功将新技术、新业
态和新模式嫁接到传统农业生产中，结合自身
农机全套服务、粮食烘干机组，真正实现了粮
食从播种到收割、从烘干到加工全过程的产业
化、链条化，极大延展了农业生产链条，提高
了农业综合竞争力。

□郑莉 徐杰 报道
4月10日上午，“《课堂内外》全

国巡回公益讲座走进泰山区”活动首场
讲座，在泰安市第一实验学校花园校区
举行。师生们所熟知和喜爱的《课堂内
外》主编、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
员”、儿童心理学研究员乐乐姐姐，为
该校近300名学生如何提高写作水平现
场支招。

近年来，《课堂内外》全国巡回公
益讲座已先后走进北京、上海、广东、
福建等省市的100多个区县，举办讲座
1000余场。此次“走进泰山区”活动将
利用一周的时间在泰山区的10所小学举
行十场“创新作文”公益讲座。

规模经营创效益 拓宽服务塑品牌

肥城：“粮芯”产业走出现代卖粮路
宁阳拉开创建

国家卫生县城大幕

◆走进肥城市地龙农机合作社，首先
映入眼帘的是宽阔平坦的硬化场地和琳琅
满目的农业机械，拖拉机、自走式小麦联
合收割机、秸秆捡拾打捆机、旋耕机、精
量播种机等农机装备整齐的陈列于道路两
旁，高大威猛的外形显得霸气十足，场面
十分壮观。现代化的办公楼房、宽敞明亮
的农机具库房、机声隆隆的生产车间生机
盎然的景象尽展眼前。

自2013年成立至今短短4年，合作社如
何取得了如此丰硕的发展成果？近日，记
者走进这家农机合作社，一探究竟。

公益讲座

走进泰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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