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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仪仙村再无撂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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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徐家四年三搞装修

新乡贤引领向上新风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

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要坚持农

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

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

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习近平指出，保障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的课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放

松。解决好“三农”问题，根本在于深化改革，走中国特色现代化农业

道路。当前，重点要以解决好地怎么种为导向，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

体系；以解决好地少水缺的资源环境约束为导向，深入推进农业发展方

式转变；以满足吃得好吃得安全为导向，大力发展优质安全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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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连续两年成为全国农村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试点省，选择16个

县区和40个经营主体开展试点

累计改造农村危房

34 . 5万户，80多万农村

困难群众住上放心房

改造农村旱厕841万

户，2018年底前农村无

害化卫生厕所全覆盖

2020年底70%
以上村庄实现冬

季清洁供暖

流转土地3014 . 5万亩

农民合作社18 . 2万家

入社成员506万户

●认定23个知名农产

品区域公用品牌

●200个知名农产品企

业产品品牌

5658个

村 完 成 清

产核资

●建成善行义举四德

榜9万余个

●成立红白理事会

8 . 6万余个

●3000多万人上榜

●培训红白理事会骨

干5 . 1万余人

移风易俗群众满意

率达到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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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洪杰 姜言明

肥城市高新区北仪仙村周边企业多，农民
务工多。往年一到玉米播种季，村里就出现撂
荒现象。村里1600亩耕地，2014年竟有五六百亩
撂荒。起初大家还有些羞愧，但随着粮价滑
落，人们见面时也不再为此“脸红”了。

今年玉米价格比前两年更低，但记者在村
外逛了一圈，却没发现一亩地撂荒，这是为
啥？

49岁的村民王旭斌，是解开这个疑问的关
键人。“这两年玉米是不怎么挣钱，关键是小
麦‘给力’了。”11月7日，边翻弄账本，王旭
斌边美滋滋地说：“多亏了小麦全产业链经
营，今年种地总共赚了十几万。”

王旭斌口中的这个“小麦全产业链”，可
谓来之不易。2014年以前，王旭斌一直在村里
做铝合金门窗生意。这一年，他留意到中央出
台意见引导农村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
度规模经营。脑筋灵光的他原本自家2亩地都撂
荒了，却作出一个决定：“抄底”包地。

600多亩地的流转合同顺利签下了。但第二
年麦收时，他却尝到很多始料未及的“苦
楚”：60万斤麦子悉数收割，就靠小商小贩上
门收购，价格压得很低。有几天，雨下太大，
没卖完的10万斤小麦浸水，无奈以1斤9毛的价

格亏本处理。看着跟着自己辛苦劳累的媳妇，
他有一丝念头闪过：还不如让地撂荒呢！

但没过不久，市里的富世康面粉公司采购
部经理于佑军找到他，希望来年双方合作。一
听条件，他心里亮堂了——— 企业不仅提供优质
麦种，收粮时还将为他开通绿色通道，单价比
市场价贵1毛。

富世康为何愿意伸出援手？原来，近年来
富世康面粉公司办起了快餐店，又投资了主食
加工基地，优质原料需求量很大。要获得稳定
的优质小麦，企业迫切需要向“一产”延伸建
基地。

2016年麦收时，王旭斌安稳多了。他拿着
水分测试仪，一个地块一个地块跑，每天只收
水分快达标的100亩，直接走绿色通道进厂。改
种企业提供的“济麦22”，每亩多打了100多
斤。卖粮省心，收益不错。更让他高兴的是，
为与种粮大户形成更稳定关系，富世康面粉公
司搞起了利润“二次分配”——— 小麦储存期间1
个月内，粮食价格上涨形成利润，企业与种粮
大户再分配。仅这一项，王旭斌又多进账上万
元。

“嫁接”上富世康的全产业链，没有了后
顾之忧，王旭斌今年大胆投资5万多元，购置了
拖拉机、旋耕机等大型农机具，已然将种地视
为自己的主业。

种粮大户享受到了二产三产的收益，也成
为富世康加速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动力。富世康
面粉公司董事长冉德成说，产品质量上来了，
他们抓住肥城推行“学生食宿工程”机遇，承
租15个学校食堂，二产的产品直接走上学生餐
桌。他们还组建电子商务公司，去年电商收入
就达3000多万元。

在肥城粮食主产区的汶阳、安庄两个乡
镇，已有500多家种粮大户与富世康签订合同，
多数一种就300亩以上。富世康优质小麦生产基
地面积达10万亩，占以上两个乡镇耕地“半壁
江山”。在这些地方，撂荒地已是难觅。

学习十九大精神，如何通过发展规模经营
让产业兴旺起来，是冉德成和王旭斌都在思考
的问题。“普通品种收入还是偏低，亩均年利
润只有两三百元，而优质专用小麦价格高，每
年却需大量进口。”王旭斌说。对此，冉德成
表示，十九大报告对一二三产融合提出明确要
求，企业打算生产优质水饺粉，以此带动农民
种植效益更高的强筋小麦。

让农民更多分享全产业链利益，才能让企
业和农户想到一起、干到一起，这是一二三产
融合的关键。冉德成说：“我们要继续延长产
业链条，提升产业价值链，还要探索更牢固的
利益联结机制，比如产权联结，真正实现‘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

□ 本 报 记 者 马景阳 刘 磊
本报通讯员 王 琛 孙 锐

“叮叮当当……”11月7日一早，徐建伦在
自家院里忙着给工人打下手，拆掉用了十几年
烧煤取暖的铁炉子，刮掉被熏黑的墙面，正准
备重新贴上瓷砖，装壁挂炉。这已经是老徐家
近四年来第三次搞装修了。

为什么装修这么频繁？“主要是这些年村
里村容村貌、基础设施变化太快了，逼着家里
也得跟着变。”老徐乐呵呵地告诉记者。

今年70岁的徐建伦是淄博市临淄区皇城镇
小铁佛村人。20年前，他一家搬进了村西头新
盖的房子里，三米九高的大房子很气派，收拾
得也干净利落，可这一切都仅限于小院内。

“当时院子外面是‘水泥路’——— 一场大
雨下来，十天半月的积水烂泥，走路都不敢抬
头。”老徐回忆说，“明明村西头靠近城区，
可我们进村还得从村东头绕路。还有那厕所，
就是个露天的茅坑，苍蝇嗡嗡转，住惯了城里
的儿媳妇都不愿意回来。”

当时，有这些苦恼的不止老徐一家。小铁
佛村有种植蔬菜大棚的传统，全村180户村民摆
弄了150多个蔬菜大棚，蔬菜秸秆没地方处理，
村西南一条大沟慢慢成了大家倒秸秆的垃圾
场。

“500多米长的沟，2米多深，5米多宽，硬

生生给填起一人多高。”小铁佛村支部书记吴
文波说，因为村容村貌全镇垫底，村里不少有
条件的村民都搬到了城里。

想改变这老样子，就必须下大力气改造，
可对那些集体经济薄弱，甚至没有集体经济收
入的村来说，资金是头号难题。“当时村里要
钱没钱，要人也张罗不起来，想靠一村之力改
造简直就是痴人说梦。”吴文波皱着眉头说。

转机从2009年出现，临淄区开始实施“硬
化、绿化、亮化、美化、净化”农村五化工
程，按照“政府主导、农民主体，因地制宜、
分类指导，社会参与、多元投入”的原则，实
行奖励扶持政策。这让广大镇村积极性空前高
涨，乡土企业、在外人士、村民也踊跃捐助。
1 . 3亿元的区财政投入，带动社会投资3亿元，
全区未列入合村并居计划的370个村居，全部整
建制完成。

大改造的效果很快显现。2014年，老徐家
的厨房最先有了“动作”。困扰村里多年的垃
圾沟被彻底清理后，秸秆也改由专业合作社统
一处理。没柴火可烧的徐建伦索性扒了土灶，
重新收拾了厨房，改用煤气灶，炒菜做饭一下
子现代起来。

2015年，借着被确定为全省农村旱厕改造
试点区的契机，临淄区又投资6000万元，将全
区7 . 2万户农村旱厕全部进行了无公害化改造，
很多农户还安装了“高档”的坐便器，老徐家

便是其中之一。为此，老徐家又第二次搞了装
修。

今年，临淄区又开始推行气代煤工程。以
后不再烧煤了，家里黝黑的墙面越看越不顺
眼。趁着这个档口，老徐将三间正房又重新装
修了一遍。“这次装修完以后，就跟城里人家
一个样了。”老徐说。

村里一连串的变化，让徐建伦幸福满满。
今年6月，在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经验交
流会上，小铁佛村作为农村文明建设示范点，
迎接了全国各地200多名代表的实地观摩。“真
长脸！村子环境好了可不只是咱自己说说，不
少老伙计夏天都从城里搬了回来。”徐建伦拍
了拍胸脯说。

习惯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现在生活
在一个干净整洁的环境里，以前乱扔垃圾、乱
堆乱放的习惯怎么改？“村里设置了垃圾箱，
大家相互监督，时间长了谁都不好意思破坏环
境。”徐建伦笑着说，就连村外的河滩，现在
也变成了十里玫瑰谷，从村里去玫瑰谷的路
上，文化广场、足球场一应俱全。

美丽乡村建设不是“做盆景”，也不是
“涂脂抹粉”。“投入这么多人力物力，硬件
上来了，软件得跟上。政府建立长效机制的同
时，咱自个必须在习惯养成上努力，打好‘持
久战’。”在老徐看来，美丽乡村建设不仅需
要政府主导，更需要百姓的积极参与。

□ 本报记者 吕光社 王浩奇

“十九大报告里说：‘加强农村基层基础
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
理体系’。我感觉新乡贤就是在做自治和德治
的事。”11月7日，邹城市唐村镇西颜村新乡贤
齐如松在“如松工作室”里说，“西颜村是我
的家乡，我乐意为老少爷们一直服务。”

今年64岁的齐如松是个热心肠，2008年从北
宿煤矿退休后更愿意为村里的老少爷们操心
了，是村民公认的“德高望重”。但老齐忙活
红白喜事、调处村民纠纷有个“硬杠杠”：人
家不请不去，担心人家说“多管闲事”。

不过，老齐的这个“硬杠杠”去年打破
了。镇里启动“儒风唐韵”新乡贤文明行动，
村民推选他为新乡贤，今年5月镇里还在西颜村
委会为他专门设立了乡贤工作室。名正则言
顺，现在听说谁家有“闲事”，老齐就在家里
坐不住，主动往上靠。

今年农历六月初六，村民黄庆旺为去世的
母亲烧“五七纸”，不慎烧坏了坟头周围一拃
高的玉米，还踩坏了一些玉米苗。玉米的主人
黄四方不乐意了，一怒之下和黄庆旺撕扯起

来。
老齐听说后，立马到现场查看，一清点，

黄庆旺烧坏了19棵玉米苗，还踩坏了20余棵。
老齐把黄庆旺叫到“如松工作室”，对他说：
“祭祀老人，谁也说不着啥，可踩玉米就不对
了。你也是吃粮食面长大的，咋不爱惜庄稼
呢？”见对方红了脸，老齐接着开起了玩笑：
“你得赔人家200块钱哦！”

随后，老齐又约来黄四方：“你们是一家
子，按辈分你得叫人家叔，怎么上来就打
人？”黄四方还是有点气不过，老齐又说：
“我让你大叔给你赔礼行了吧？”就这样，在
老齐半开玩笑、半讲道理的劝说下，两家握手
言和。

“我的秘诀就一句话：用老百姓的理儿解
决老百姓的事。”老齐快人快语。

遇到村民有纠纷，他首先查清楚事实，做
到心中有数；再用老百姓的土话讲道理，既照
顾双方的面子，又坚持公平正义，老百姓也都
愿意给他面子。

可即便如此，在多年流传下来的老习俗跟
前，老齐还真是下了一番功夫。2015年，西颜
村开始实施新的红白理事会章程，推行后的第

一件白事是李作峰家的。李作峰父亲腊月二十
六因病去世，老齐来到他家时，李作峰正和家
人商量用什么木头装棺、每桌上几个菜等事
宜。老齐听后立马劝说 :“按新章程简单点办
吧。”李作峰是村里年轻的党员，明白这个
理，但这新规要真从自己开头，他觉得难为
情。

第二天，老齐再次登门，“你姊妹几个为
老人看病花了十多万，算是尽孝了。现在你再
借钱丧葬老人，过不好日子，老人九泉之下能
安心吗？”随后，老齐又做李作峰四个姐姐的
工作，他们最终同意丧事简办，为西颜村移风
易俗开了个好头。

目前，有45名新乡贤活跃在唐村镇29个行
政村。“他们用嘉言懿行垂范乡里，通过行动
涵育了乡村文明。”唐村镇党委书记高胜介绍
说。

虽然老齐在村里威望高，但也不是说什么
都灵验。他说：“我现在年纪大了，又是初中
文化，对法律知识、传统文化懂得少，有时也
力不从心。”老齐现在盼着能对新乡贤加强法
律、传统文化、土地承包等方面知识的培训，
特别是适应乡村工作的内容。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牛鼻子”。
山东加快推动“新六产”发展，提高农民
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中的收益，已连续两
年成为全国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试点
省，累计争取中央试点资金2亿元，先后
选择16个县（市、区）和40个经营主体开
展了试点，凝聚起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强大
合力。

在融合发展试点中，山东注重拓展一
产功能、向农村延伸二产、覆盖农村三
产，以质量和品牌为引领，重点推动农产
品精深加工和电子商务、休闲农业等新产
业新业态。

一二三产融合，关键是利益融合。为
让农民分享全产业链条的利益，山东探索
出利润“二次分配”、担保贷款、产权联
结等各种利益联结和分配机制。到今年6
月，山东流转面积达到3014 . 5万亩，农民
合作社登记数量、出资额均居全国首位。

（王川 赵洪杰 整理）

发力新六产

催旺农村产业

2016年，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深入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意见》，提
出在农村推进“改路、改电、改校、改
房、改厕、改水、改暖”，简称“七改”
工程。2017年9月，全省美丽乡村建设现
场会议又进一步提出，聚焦美丽乡村“如
何建起来”，保质保量地完成农村“七
改”工程，尽快实现“七改”标准全覆
盖。

“七改”的推进，让山东农村发生了
实实在在的变化。目前我省建档立卡贫困
户危房改造已全部完成。全省累计改造农
村危房34 . 5万户，80多万农村困难群众住
上“放心房”。全省累计改造农村旱厕
841万户，淄博、滨州提前一年半完成全
市任务，2018年底前将实现全省农村无害
化卫生厕所全覆盖。改暖方面，到2020年
年底，全省70%以上的村庄实现冬季清洁
供暖。“七改”工程其他项目也都在积极
推进。

“七改”工程的大力推进，让齐鲁大
地农村面貌焕然一新，改出了美丽乡村的
好“里子”，提高了农民生活品质，让农
民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惠。

（杨学莹 整理）

“七改”工程

打造美丽宜居家园

2011年4月山东启动乡村文明行动，
各级各部门上下联动、强力推进，软件硬
件一起抓，村容村貌、村风民俗、乡村道
德、生活方式、平安村庄、文化惠民“六
大建设”不断深化，第一个五年工作目标
全面完成。

从抵制婚丧嫁娶大操大办等问题入
手，全省成立红白理事会8 . 6万余个，培
训红白理事会骨干5 . 1万余人，实现移风
易俗纳入村规民约和红白理事会全覆盖。
移风易俗群众满意率达到95%。

围绕引导农民养成良好生活习惯和生
活方式，全省开展“新农村新生活”大规
模培训教育活动，先后举办6 . 4万期,培训
妇女668万人次。四德工程建设不断深
化，建成善行义举四德榜9万余个，3000
多万人上榜，实现了善行义举四德榜行政
村全覆盖。中宣部把善行义举榜建设列入
工作要点，在全国推广山东工作经验。

（赵琳 整理）

乡村文明行动

村居秀美人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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