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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德鑫
本报通讯员 乔志宇 赵磊

10月20日上午，鱼台县王鲁镇陈堂村
里的绿色稻米产业示范园里，金黄的稻穗
随着微风摇摆，一年一度的水稻收割季来
了。随着鱼台实施绿色稻米产业发展战略，
稻农对于鱼台大米的品牌信心越来越足。

“好几十年来，咱鱼台出的大米，不管
是蒸干饭还是熬粥，口感、味道都是很好
的，大家都喜欢吃。”谈起鱼台大米的光辉
历史，鱼台县王鲁镇陈堂村村民、玉谷谷物
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刘宝章满怀自豪和
留恋。但是一说到近些年，个别稻农为图省
事改种旱稻，还有外地客商不法加工而影
响了“鱼台大米”质量与品牌时，他和村民
们语气里又包含着愤慨和无奈，“这些人咋
就光顾个人眼前利益，不顾全县大米产业
的整体利益呀？‘鱼台大米’品牌要是不硬
了，咱鱼台人谁都会受影响。”

“幸亏这几年县里对咱稻米产业发展
又重视起来了。特别是今年初提出了要实
施绿色稻米产业发展战略。今年县里明确
了供种、育秧、管理、订单收购和品牌销售
五个环节全部统一组织的稻米生产管理模
式，并出台了资金奖补政策，农民按标准种
植水稻有了积极性。”站在一旁的丰谷米业
有机水稻基地负责人刘宝启说。

鱼台县是传统农业大县，水稻种植历
史悠久，出产的“鱼台大米”早在上世纪六
十年代“稻改”后就以优良的品质享誉全
国。稻米产业发展到今天，如何实现转型升

级，成为鱼台农民最关心的问题。
鱼台县委书记董波告诉记者，近年

来，该县围绕农村振兴，瞄准稻米产业的
种种问题，以绿色稻米发展推进农业现代
化发展，加快推进农产品向规模化、标准
化、特色化、品牌化转变，促进稻米产业

转型升级。
该县通过土地流转或托管种植，在全

县建设了18处17000余亩的绿色稻米产业示
范园，主要种植深受消费者青睐的“金粳
818”“圣稻20”水稻品种，通过全面实行“五
统一”生产模式，在选种、育苗、灌溉、施肥、

病虫害防治及收割等环节，全程实施标准
化操作，确保水稻品质和健康安全，以此示
范带动全县稻米产业提档升级，重塑“鱼台
大米”品牌。9月12日，鱼台县这一做法被省
委、省政府作为全省县域经济发展重要工
作亮点之一进行了点名通报表扬。

示范园里安装了视频监控系统，通过
鱼台县农业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平台，可
以在电脑、手机上对水稻种植、管理、加工
等过程进行实时监控，让消费者全方位了
解鱼台大米从田间生产到加工的全过程。
同时，玉谷谷物种植专业合作社还建立了
田间原料基地生产日程管理台账和产品安
全溯源平台，为产品贴上二维码标签，让消
费者可查阅产品信息，实现了从田间到餐
桌全程可追溯的质量管理目标，保障群众

“舌尖上的安全”。“只要扫描包装上面的二
维码，这袋大米何时被种植在何地、生长过
程中使用了哪些肥料、何时被采摘等等，每
一个环节，都可以查得清清楚楚！”在稻米
加工车间，刘宝章告诉记者。

“搁到几年前，除了整地和打米用机
械外，水稻育种、插秧、收割等环节还没
实行机械化，光拔秧、插秧和割稻子就能
累死人！现在全都实现了机械化，不光省
时省心省力气，还节省了成本，特别是县
里又给标准化种植的补贴资金，大家都拥
护‘五统一’政策。”刘宝启说。目前，
鱼台县18处示范园的绿色水稻长势良好，
丰收在望，预计总产可达11000吨，可生产
加工大米成品7000余吨，实现经济、社会
和生态效益的综合提升。

绿色稻米总产达万吨

“五统一”战略提升“鱼台大米”品质

□记者 王川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山东水稻属于华北单季

稻作区，以麦茬粳稻为主，种稻历史悠久，
迄今约有四千多年，是我国著名的优质稻
米生产基地，近年来每亩单产稳定突破一
千斤。

2003年以来，山东水稻常年种植面积
180万亩左右，虽然在我省粮食作物中所占
比重不大(为小麦、玉米种植面积的4%左
右)，但单产约是小麦、玉米的1 . 3倍。

我省水稻种植区域分布广，主要沿河、
湖及涝洼地分布，有“沿河一条线，围井一
小片”之称。目前，按照水源和地域分布主
要分三个稻区：济宁滨湖稻区、临沂库灌稻
区和黄河引灌稻区。此外还有其他零星稻
田分布在胶东半岛。

我省水稻产量高、米质优、效益好，具
有区域不可替代性，是我省的高产高效作
物、重要的生态作物。随着水稻栽培技术的
推广，生产水平不断提高，山东水稻单产呈

现增加趋势，尤其是近年来，我省连续多年
实施了水稻良种补贴政策和水稻高产创建
活动，加大了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应用，
单产突破500公斤，一直稳定545～560公斤/
亩。省农业厅数据显示，2016年我省水稻种
植面积158 . 64万亩，总产88 . 08万吨，单产
555 . 22公斤/亩。

我省稻米品质优良，尤其是外观品质
和加工品质好，90%以上为商品粮，销往外
省的约占60%。目前，我省部分稻米加工企

业引进国内外大米加工的先进工艺和设
备，加工技术水平大大提高，出米率累计提
高了2%～3%，并生产出各种精制米、加香
米、免淘米等。据统计，全省稻谷加工企业
近1200家，年总加工能力460 . 9万吨，实际加
工量364 . 48万吨。其中，资产总额超过200万
元的企业有33家，订单总额近2 . 9亿元。主要
稻米品牌有“美晶米业”“姜湖贡米”“黄河
口大米”““水城米仓””等40多个，产品畅销
省内外。

山东水稻每亩单产稳定破千斤
■新闻背景

◆齐鲁大地稻米香（上）

□记者 刘磊 通讯员 张兴淼 刘瑞泽 报道
本报淄博讯 “有了这个小花园，我们再也不用跑大老远去
找地方溜达，刚铺的鹅卵石地，走在上边舒服的很！”10月
16日，张店区潘苑社区常青藤连心广场，正在散步的居民班
福明笑着对记者说。

今年，淄博市政协协调帮助张店区科苑街道潘苑社区改造
提升了广场和健身器材，周围老百姓为市直单位和社区竖起了
大拇指，这仅仅是科苑街道区域化党建联盟活动的一个缩影。

科苑街道位于淄博市委市政府驻地，面积6 . 62平方公
里，驻地机关、大型企事业单位186家。以前驻地单位各忙
各的，想要协调个事情，没个3、5天别想办成，今年，科苑
办事处、社区主动对接辖区单位，推动区域党组织的强强
联合，积极探索区域化党建新模式，建立完善的联建共建
工作机制。目前，街道区域化党建联盟成员单位210余家，
签署共驻共建协议243份，党务干部交叉任职91人，已解决
群众反映的各类问题470余件。

张店科苑街道

探索创建区域化党建联盟

□毕吉宁 报道
本报汶上讯 11月6日上午，小秦村丹参种植基地里车来

车往，基地里的工人正将一箱箱的丹参装车发往上海，汶上县
秦艺中药材加工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梁全脸上挂满了丰收
的喜悦。

汶上县秦艺中药材加工种植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15年12
月，是一家集中药材加工种植销售于一体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经过前期多次调研论证，今年3月，合作社流转了20户村民的
112亩土地用于丹参种植，并与上海华宇公司签了最低保护价
收购合同。今年丹参价格一路上涨，在基地的地头上，梁全给
我们算了一笔账，每亩地可产丹参4000斤，当前丹参的收购价
格是1 . 7元每斤，除去地租和人工等成本2600元，每亩地可收
入4200元，光这丹参种植这一项就可增收47万元。

“中药材种植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巨大的发展潜力，目
前小秦村已经在中药材种植加工上探索出了一条成功的路
子，这种模式可复制、易推广、风险小，下一步，将小秦村的成
功经验模式推广到其它的经济薄弱村，由点到面，全面开花，
让更多的贫困村和贫困群众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中都街
道党工委书记陈勇说。

小小丹参
结出农民脱贫“致富果”

威海临港区
贫困户喝上纯净水

□记者 彭辉 通讯员 陈晓伟 报道
本报威海讯 11月7日，在威海市临港区黄岚街道的省定

扶贫工作重点村胡家北村口，不少人提着大桶水从取水处走
出来，笑容洋溢在他们的脸上。“插上卡就能出水，水质也比之
前好多了，不用烧就能直接喝！”村民刘友娥说。

近几年，威海遭遇大旱天气，城乡供水非常紧张。为保证
全区农村特别是贫困村群众饮水安全，威海临港区去年以来
累计投入资金2500万元，打深井37眼、安装水处理设施81套，
有效保障了生产生活用水。为保障供水设施长效运行，临港区
引导群众养成吃水缴费的良好习惯，对各村贫困户的水费则
进行减免，减轻其生活负担。

广告

□赵德鑫 报道
图为鱼台绿色水稻开镰收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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