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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周艳 通讯员 刘畅 报道
本报邹城讯 近日记者从邹城市发改局了

解到，前三季度，邹城经济形势稳中向好，完成
地区生产总值760亿元，增长7 . 2%；地方财政收
入完成53 . 4亿元，增长5 . 1%；固定资产投资完
成419亿元，同比增长9 . 8%；全市新开工亿元以
上项目86个，在建5000万元以上项目199个。

据了解，邹城把推进项目建设作为拉动有
效投资的有力抓手，释放提质增效的优势产
能。同时，超前谋划2018年重点项目，在战略
性新兴产业、传统产业改造、新型城镇化、科技
创新、文化旅游等重点领域，策划储备了141个
项目，总投资825 . 3亿元。比亚迪云轨产业基
地、太阳宏河纸业低克重牛皮箱板纸二期、恒
信苯加氢、荣信干熄焦余热发电等一批重大项
目已开工建设。

抢抓承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
区域产业转移机遇，邹城重点引进新材料、新
医药、智能装备等项目，今年10月份36个项目
集中签约，总投资达453亿元。富士康冷链机
器人、费舍尔中巴跨境电商、重庆猪八戒网文
创小镇、爱奇艺双创示范基地等项目已签约落
地。截至目前，该市在谈项目294个，拟投资
额超过500亿元。

为打造引领转型的“名片产业”，该市设
立了新旧动能转换“四新四化”项目库，精选
确定68个项目。

工业方面，装备制造、高端化工、新材
料、新能源汽车是邹城的优势产业，邹城放大
机器人研究院、新能源汽车研究院、珞石科技
的创新引领作用，攻坚太阳宏河低克重箱板纸
二期工程、恒信苯加氢等重点项目，促进制造

业由“制造”向“智造”转型升级，擦亮邹城
工业新名片。

农业领域，邹城突出发展集循环农业、创
意农业、农事体验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打造
农业的“升级版”。扩大友硕、恒信、利马、
富马、福禾等重点食用菌项目产能，2017中国
食用菌行业大会暨国际食用菌博览会在邹城举
办，打响了“邹城蘑菇、世界品牌”。

服务业领域，该市以孟子湖新区为主要载
体，布局一批总部经济、高端服务业项目，培
育壮大电子商务、现代物流、服务外包、科技
金融等新兴业态。突出“文化+”、“旅游+”理念，
加快中华书法城、伏羲文化产业园、上九山记忆
小镇、蓝城云梦湖特色小镇等文旅融合项目建
设，推进两山片区改造、两孟历史文化街区等事
项，打造文化繁荣发展新高地。

□邱学文 侯军营 报道
本报莒县讯 11月1日，莒县岳家村社区第十

七届“公心”文化节拉开帷幕。
“公心”是该村两委成员忘我工作的不竭动

力，改革开放以来，该村从一个远近闻名的“脏、
乱、差”村，经过数次蜕变，已成为一个高楼林
立、路畅村靓、村民安居乐业、处处洋溢着和谐景
象的“全国文明村”。本届文化节大会上，岳家村
社区的班子成员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及感悟，针对
“公心”为民、“公心”向党、“公心”律己、
“公心”处事等进行了详细述职，由村民进行现场
民主评议投票。

□ 本 报 记 者 周艳
本报通讯员 吴军 姜晶

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是农业的结构调
整，更是农业的制度性改革。中央提出的“三去
一降一补”任务，对于农业而言，重在补短
板。

山东是农业大省，粮食产量、进口量和库
存量“三高”并存。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山
东口岸进口粮食1919 . 6万吨，总量比2014年
同期增加17 . 1%。随着近10年来土地租金、劳
动力、农资等成本上涨，我省大田作物的生产
成本年均增长11%以上，2010年—2013年间，
化肥、农药、农膜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年均增
长5 . 2%，粮食生产比较效益偏低，农民种田
积极性下降。与此同时，我省人均耕地面积仅
有1 . 16亩，低于全国1 . 35亩的平均水平，人
均水资源量355立方米，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1/
6，资源承载过重是不可忽视的问题。此外，我省
农产品专用品种严重缺乏，美国有3000多个专
用玉米品种，我国只有100多个品种，山东盛产
的小麦、苹果等专用品种也较少。省政府印发的

《山东省农业现代化规划（2016-2020年）》，提
出到2020年，全省粮食产能达到1000亿斤以
上，全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5%以上，
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84%。

记者从省宏观经济研究院了解到，该院在

分析研究我省农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提出我
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在优化农业产业结
构、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农业科技创新、放活农
村用地经营、补农业生态短板五个方面着力。

省宏观经济研究院相关研究人员认为，把
农业结构调好调顺调优，实现从“量”到
“质”的转变，需要以规模化经营、社会化服
务、农业科技创新降低成本。弥补制约农业发
展的薄弱环节，既要补农业基本建设之短，也
要补农业生态环境之短，推动农业绿色发展。

目前，我省很多地方对产业融合的理解还
没有走出产业内分工的思路，在政策制定上过
于强调对单一农业内产业化的建设，忽视了对
第二、第三产业中高度发达的细分产业的考
量。研究人员建议，重构农业产业链、价值
链，把培育产业园区作为开展农村三产融合最
重要的前提工作，拓展对于农业自身功能的认
识，把农业的多功能性摆在更重要的位置。横
向融合同样是产业融合的重要组成部分，横向
融合应以农业的多功能性为基础，这样才能给
农村三产融合找到更多的结合点和融合平台。

“产业公地”是培育共同的技术基础和产
业运作能力，是开展产业融合的根本前提。据
了解，我省发展农村三产融合的计划里，还没
有提及对共同技术基础的开发和培养计划，这
样容易使促进农村三产融合的行动变成“撞大
运”的行为。如果制定的计划培育出了“产业
公地”，则产业融合得以顺利发展，若没有形

成共同的技术基础，则产业融合充其量也只能
是在某个产业内的产业化方向上的传统延伸。

我省有一大批农业科研单位，科研能力相
对较高，但联合、协作攻关能力不足。从我省
农林牧渔科技经费支出情况看，虽然财政对于
农业科技攻关的经费从2009年—2010年平均支
出7 7 7 4 . 5万元增长到2 0 1 1年—2 0 1 5年的
25265 . 7万元，在科研投入方面有所加大，但
2013年—2015年连续三年零增长，科研投入相
比先进省份来说明显不足。“互联网+现代农
业”尚处于起步阶段，大多仅仅停留在电子商
务平台的打造、“淘宝村”的建设上，缺乏综
合的互联网生产服务一体化平台，互联网技术
无法应用到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造成产品附
加值不高。

为培育农业发展新动力，研究人员建议，
加快育种科技攻关步伐，推进农业信息化创新
工程，建立先进农业科技与农业技术实践、技
能培训相结合的教育模式，加快构建公益性推
广组织、社会化创业组织和多元化服务组织
“三位一体”的农技推广服务体系。

在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方面，研究人员
认为，应该放活经营，以组织形态创新为突破
口降低交易成本。要实现农村土地产权的充分
流动和优化配置，改革的重点须由初期确定产
权的初始配置向确保产权的二次配置转变，以
农民自主和仲裁制度为核心健全产权保护机
制，以城乡一体化管理为目标破解产权改革新

问题。
当前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管理制度中存在

的问题，以及农村土地产权难以有效进入市场
实现低成本流转的重要原因，是城乡土地管理
的“二元”格局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因
此，改革的重点领域是推进农村集体土地管理
的城乡并轨，建立股份股权的固化和静态管理
机制，股随人走，允许农民持股进城就业或定
居。同时，探索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方式改革，
建立与产权改革成果相适应的征地制度，推进
土地征收、征用按产权权属进行补偿，逐步缩
小征地范围，适当提高征地补偿标准。

补短板，就是以绿色供给满足农业生态转
型需求，需要建立经济补偿制度，引导农业经
营者的行为转变。推行农业与环境的一揽子计
划，制订生态保育型农业推进方案，采取措施
减少使用化肥农药，并且对因此减产的农民实
施补贴。此外，应把直接补贴生态脆弱地区和
植树造林行为政策，转变为补贴农场等经营主
体，给农民更多的生产决定权。

切实做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需
要强化政府投资职能，坚持对高标准农田建
设、粮食新品种研发、先进设施装备建设、耕
地与水资源可持续发展利用等领域的投资，改
变农田基础薄弱的现状。为应对现阶段国内外
粮食市场形势，粮食定价机制、补贴方式和收
储制度等一系列改革，要以确保农民的利益为
核心，稳步推进。

优化结构 三产融合 放活经营

农业供给侧改革重在补短板

邹城策划储备141个项目，总投资825 . 3亿元

重点项目助推新旧动能转换

“公心”文化

扮靓莒县岳家村

□记者 周艳 通讯员 许文强 报道
本报邹平讯 近日，科技部火炬中心发布了

《关于拟核定为2017年第二批国家火炬特色产业基
地名单的公示》，全国共23家入选，山东省有2
家，邹平县申报的国家火炬邹平玉米精深加工特色
产业基地名列其中。这是该县首次获批国家火炬特
色产业基地，是继2004年后滨州市获批的第二家国
家火炬特色产业基地，也是全国唯一一家以玉米精
深加工为特色的国家火炬特色产业基地。

国家火炬邹平玉米精深加工特色产业基地涵盖
了高端淀粉糖装备制造及技术研发、玉米精深加工
生产医药及淀粉糖、维生素、动物饲料及其添加
剂、糠醛、生物质化肥等产品制造及研发等领域，
玉米生物转化酶制剂产品制造及工艺技术研发和玉
米精深加工产业链的延伸也包含其中。

邹平再添

国家级科技新名片

□记者 周艳 通讯员 唐永军 报道
本报沂源讯 近日，在沂源县燕崖镇上龙巷

村，电代煤工程正热火朝天地安装电取暖设备，村
民们配合着搬家具、打扫卫生。

“在我们这个小山村，还能够用上电暖气，真
是一件大喜事。”得知不用花太多钱，就能安上
“电炉子”，村里宋恒珍大娘很高兴。据了解，今
年，燕崖镇上龙巷、东高角两个村率先铺开电代煤
气代煤工程试点。目前，这两个村订购的设备及配
件已基本到位，施工队正紧锣密鼓地铺设电路、安
装暖气片。

□徐晓阳 杜文景 报道
本报淄博讯 今年以来，淄博市以推动构建

“立体多元化、全域现代化”大交通新格局为方
向，实施14个国省道建设项目、694公里的农村公
路新改建项目，年内计划投资70亿元。

截至目前，国省道重点工程项目建设进展顺
利。4个高速公路项目中，济青高速、滨莱高速改
扩建工程正有序推进。长深高速高青至广饶段清表
工作已全部完成。沾淄临高速项目已被列入省“十
三五”规划，该项目能有效辐射“一区四园”以及
南部山区、革命老区。10个普通国省道项目，包括
6个新改建项目、4个养护大中修项目，总里程
220 . 5公里，年内计划完成147 . 2公里、完成投资
25 . 4亿元；明年将基本实现农村公路网化全覆
盖；小清河复航工程项目列入交通运输部内河水运
“十三五”重点项目，今年年底前开工。

淄博构建大交通格局

清洁取暖让生活更美好

□记者 周艳 通讯员 王彦金 报道
本报德州讯 近日，德州市首个智慧农业大

棚——— 占地105亩的临邑县智慧农业大棚正式投入
运营，单体占地面积目前在国内最大。

该项目总投资1 . 7亿元，定植番茄114781株，
达产后年产值8000万元。首次定植的番茄预计2018
年1月中旬开始采收上市，主要目标市场为京津冀
鲁人口超过500万的城市，主要工业客户为肯德
基、必胜客、亚太国际、福喜公司等世界500强企
业。

□张洁 杜文景 报道
本报聊城讯 日前，记者从聊城市发改委获

悉，截至目前，全市各类现代农业园区数量达202
家，园区总产值200亿元，园区内农民人均纯收入
2 . 66万元。

该市按照区域一体化、资源协作化、设施共享
化的要求，把现代农业园区与工业园区、城镇社
区、新农村建设和生态旅游开发等有机衔接。通过
规划引领，引导园区向规划区集中、产业向园区集
中，有效整合各种资源，合理配置生产要素，合理
布局各功能园区，体现园区差别竞争，努力形成层
次递进、产业互补、多元并举、规模特色、协调发
展的园区格局，实现园区建设上规模提水平。

威海11个休闲渔业品牌

获农业部认定
□记者 周艳 通讯员 王伟 报道
本报威海讯 近日，农业部办公厅公布了2017

年休闲渔业品牌创建认定结果，威海市共有11个休
闲渔业主体榜上有名，成为全国地级市中收获该项
“国字号”荣誉数量最多的市。

其中，威海市东楮岛等2个渔村为“最美渔
村”，长青等4个基地为“全国精品休闲渔业示范
基地”，中国威海国际路亚赛为“全国有影响力的
休闲渔业赛事”，温泉溪谷等4个基地为“全国休
闲渔业示范基地”。

今年以来，威海市紧密结合“全域旅游”和
“美丽乡村”建设，在全市范围内着力打造了一批
休闲渔业精品项目。据了解，下一步，威海市将进
一步加强对休闲渔业品牌的培育和推广工作，不断
提升“中国休闲渔业之都”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打
造宜居、宜业、宜游、宜学的卓越城市。

德州建成首个智慧农业大棚

聊城现代农业园区达202家

□ 本 报 记 者 李 明 周 艳
本报通讯员 李伟伟

“我们綦家嘴果蔬园区地处黄河滩，水
土条件优越，种出的葡萄、桃子等水果口感
好，游客们可喜欢了。今年种的400多亩水
果，都在采摘节期间销售一空，每亩增收
2000多元。”11月10日，利津县綦家夹河村
党支部书记杨振河说。

綦家夹河村位于利津县城以北3公里城乡
接合部，东、南、西三面黄河围绕。依托沿
黄优势，村里规划了葡萄种植区、蜜桃种植区、
淡水养殖区、大棚蔬菜区、粮棉丰产区5个特色
产业区，面积1000多亩，村里还成立了合作社，
申请了“无公害”认证，通过举办采摘节等活
动，打响了“綦家嘴”品牌，产品供不应求。

杨振河告诉记者，他们村里又建起了20
个高标准高温蔬菜大棚，现在种上了草莓和
西红柿，园区内可实现四季常绿、全年不间
断果蔬采摘。

黄河流经利津县域74公里，滩区面积17

万亩，其中耕地面积13 . 6万亩。利津县依托
这一资源优势，按照“绿色长城、产业廊
道、休闲水岸”的发展定位，积极推进黄河
生态经济带建设，培育起綦家夹河村、南贾
村、临河村等一批特色产业村。

“立足产业基础，不断做优农业，着力
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以
提高农业供给质量为主攻方向，用现代手段
装备农业，用现代科技改造农业，用现代方
式经营农业，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扎实
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按照这样的规划，
利津县充分利用沿黄优质农用地资源，以
“一带一核三组团”为重点，加快转变农业
发展方式，形成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农
旅互促生态循环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着力打
造农业产业创新与生态休闲旅游为一体的宜
居、宜业、宜游黄河田园。

利津县对黄河生态经济带进行了高标准
规划。“一带”，即集生态修复、特色农
业、休闲观光、文化旅游于一体的黄河生态
经济带。“一核”，即以利津街道和凤凰城

街道为中心的中部产城融合发展核心区，重
点建设生态湿地、农业公园、田园综合体等
新业态，在重要节点打造一批具有示范效
应、引领作用的精品工程。“三组团”，即
在沿黄的北宋镇、盐窝镇、陈庄镇三个乡
镇，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北宋镇大力发展中
草药种植、设施农业、观光农业，建设一批
集中连片的高效精致农业区；盐窝镇重点发
展莲藕、有机水稻、绿色蔬菜，建设十里荷
香、农业嘉年华等项目，打造体验性农业示
范区；陈庄镇重点发展莲藕、良种繁育、有
机水稻、绿色瓜果，建设集生态循环、乡村
旅游和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种养加于一体的
高效生态农业示范园区。

为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该县坚持“区
域化开发、规模化生产、综合化打造、工厂
化运营”的发展思路，实施园区带动战略，
力争到2020年黄河生态经济带新增10个高效
生态农业示范园区，形成以园区为支撑、以
标准化基地为基础的现代农业发展格局。同
时，以农业园区为依托，每个乡镇（街道）

扶植1到2个主导产业，辐射面积1万亩以上，
加快主导产业提档升级。围绕有机水稻、生
态瓜菜、林果采摘、休闲观光四大主导产
业，将引进国内外知名科研院所，在黄河生
态经济带设立研发基地，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和推广，开展实用技术和职业技能培训，提
高农民的科技素质和技能水平。

在发展滩区农业上，该县采用工业化理
念，规范发展起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一
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立了左家瓜菜种植
合作社、聚鑫林果等近100个滩区农民专业合
作社。一大早乳业、民兴食品、金河滩等8家
县级以上重点农业企业，辐射带动滩区附近
农户1万余户，解决滩区农民就业1000余人。
该县还发展了恒业绿洲、长华莲藕等60家沿
黄家庭农场，实现滩区内水稻、玉米等农作
物适度规模经营及机械化耕作。发展了三岔
大葱、董王茄子、临合蜜瓜果等10余个特色
产品，建设起20处特色种植基地，并打造了
10处集旅游、观光、采摘、娱乐为一体的农
业转型升级亮点。

黄河滩隆起生态经济产业带
利津建起农业产业创新与生态休闲旅游为一体的宜居、宜业、宜游黄河田园

□记者 周艳 通讯员 蒋惠庆 报道
11月2日，在位于无棣县经济开发区的

山东河山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员工程青梅和同
事正在清理汽车换挡杆壳盖。

河山机械是无棣县一家以铝合金汽车零部
件制造为主业的高新技术型企业。今年，该企
业又着手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与绿色环保型汽车
配件的研发与生产，产品直供新能源汽车厂
家。

□杜文景 陈 彬 报道
▲11月12日，在博兴县湖滨镇鲁王村，村

民在收获中草药材丹参。
该村把中草药材种植作为农业产业结构调

整、助农增收的一项主要措施，大力发展“订
单中草药”种植，目前已有丹参、黄芩、芜菁
等中草药材300余亩。“订单中草药”种植效
益是传统农业种植的2倍，成为当地农民增收
的有效途径。

□记者 卢鹏 通讯员 杜昱葆 报道
▲11月1日，沂南县孙祖镇崔庄子村，游

客在苹果园里游玩。
近年来，地处沂蒙山区腹地的沂南县在

发展产业扶贫过程中，积极探索优质林果业
和乡村游融合发展的路子，集中连片种植的15
万亩桃子、苹果、樱桃、板栗等林果园变成
旅游景区，加快了山区群众脱贫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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