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环泽
本报通讯员 张大东

“几个月前，我在江苏无锡贩卖青菜，如
今我承包的大棚茄子采摘上市还不到半个月，
就赚了三万多块钱。”2月19日，大年初四，枣
庄市峄城区古邵镇庙西村30岁的王昌富，谈起自
己的冬暖大棚喜不自禁。

2017年10月底的时候，王昌富正在无锡打
工，老家种植了一个大棚，去年初就打算承
包，但考虑到土地承包期限有了顾虑。这块地
是村民刘超和贾继华的，当时与合作社签的合
同期限是12年，马上就到期。“十九大报告
后，新的土地承包政策让我吃下了定心丸。”
王昌富高兴地说，当月底，他果断回来承包了

一个大棚，种上了冬暖长茄，短短几个月时间
已尝到了甜头。

与王昌富一样，村里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的张玉华也是靠种植大棚蔬菜走上致富路的。
“我以前种植的是弓棚，一亩地收入1万元左
右，现在种冬暖大棚不低于6万元，这都得益于
中央的惠农政策。”张玉华深有感触地说。

“近年来关于合作社的政策，让我看到了
机遇，入社社员从最初的7户目前已达到了38
户。合作社具有抱团打市场的优势，社员的收
益也是一年一个台阶，每年都可换一辆小汽
车。”张玉华自豪地说。

抢抓政策促发展一次次在张玉华身上得到
印证。201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推进
“互联网+”现代农业行动。紧接着他投资建

设了智能大棚，在任何有网络的地方都能实现
大棚的远程管理，通过手机程序能实时看到大
棚的温度、湿度和光照等。

张玉华说：“老百姓对于蔬菜的安全性要
求越来越高，去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食品
安全必须管得严而又实’，当年秋天我就给大
棚上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控系统’，随时接
受农业部门对蔬菜安全性的监管。”记者注意
到，当地农业部门可随时打开软件，远程监管
大棚的打药、施肥等情况，蔬菜从种植到走上
百姓的餐桌，实现了全程可追溯。

“陈老师，请看看我的西红柿得的什么
病？用什么办法防治最好？”张玉华把生病的
西红柿拍照后上传到了系统。“髓部坏死，选
用氯霉素或青霉素4000倍液，天达诺沙600倍

液……”山东省农科院的蔬菜专家陈祥伟随即
给出了答复，没几天，生病的西红柿就“治
愈”了。张玉华手机上安装了蔬菜专家远程诊
疗软件，可随时享受到省里专家的服务。“与
省城专家的网络互动也是与现代农业发展的
有机衔接，这有助于提升小农户抗风险的能
力，种菜也就没有了后顾之忧。”张玉华连
连称赞。“我另外还加了几个蔬菜种植微信
群，遇到难题还可随时从老种植户那里得到
帮助。”王昌富接过话茬说。“现代化农业
需要现代化的思维。”种植户朱秉环插话
道。附近种植户纷纷围拢过来，大棚里不时
传来爽朗的笑声。

“中央关于三农的政策为农民送来的是春
风、是雨露，用心捕捉就会收获满园春色。2018
年是党的十九大召开后的第一年，将会有更多
的新政出台，我们将通过多种形式深入做好宣
讲，让更多的惠民政策叩开农家的大门。”峄
城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邵利告诉记者。

让更多惠民政策叩开农家门

□本报记者 李剑桥
本报通讯员 贾海宁 蒲怡

春节刚过，滨州市沾化区东平村枣民不闹
元宵改上课，村委会办公室内外人头攒动，气
氛热烈，村民们正在上新春第一课——— “沾冬
2号”春季管理培训班，坐不下的村民就拿着
本子站在走廊里边听边记。

“咱东平是中国冬枣第一村，靠着冬枣我
们挖到了‘第一桶金’，可是几十年过去了，
我们还是靠天吃饭，向地要钱，慢慢客商来的
少、走的多，好多客商说只做高端水果市场，
这样下去，乡亲们这片冬枣树还能坚持多长时
间？”下洼镇东平村支书王荣凯首先开讲，
“镇上今年打算带着我们村转型，把村里的
1000多亩冬枣全部改良成‘沾冬2号’，我们
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敲开高端水果市场的大
门，让全国的冬枣市场由咱说了算。”

“下洼镇有8120亩枣园通过了国家非木质
林产品认证，是全国唯一一个通过认证的水果
类产品，这意味着下洼生产的沾化冬枣可以免
检出口到包括28个欧盟国家在内的43个国家，

跨越了‘绿色贸易壁垒’”。沾化区冬枣办副
主任李良民说。

2018年，沾化区将依托50万亩冬枣园，开

启智慧型冬枣产业新时代。李良民介绍，年内
将完成疏密间伐4万亩，改良沾冬2号1万亩，
发展大棚冬枣1万亩，新建标准化示范园100

处。同时，着力提高网上销售和出口销售比
重，年内新发展电商平台100家、新增出口基
地1000亩，争创国家级出口沾化冬枣质量安全
示范区。

“从大数据系统来找到销售量较大的城
市，如果其中有距离较远的，我们一般会提前
备货入京东和阿里巴巴的当地仓库。”东耀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技术部总监王进兴一边操作着
沾化冬枣销售大数据平台，一边对记者说，
“从数据上显示，我们的客户以南方城市居
多，而快递从沾化到广州深圳时间一般是三天
到五天，如果从山东发货的话，用户体验相对
较差，所以我们会通过大数据平台分析，在我
们销售量大的城市入仓销售，这样客户第一天
下单购买，第二天就可以收到冬枣，既方便快
捷，又能让消费者品尝到口感最佳的冬枣。”

“2017年沾化冬枣总产5 . 7亿斤，冬枣网
上销售占比达到30%，平均价格也比批发市场
每斤高出5元左右，枣农人均冬枣收入达8200
元。下一步，我们要继续加大与京东、淘宝等
电商平台合作力度，扩大电商销售份额，进一
步提高枣农收益。”沾化区委书记丁锋说。

打造智慧型冬枣产业

枣乡沾化：“枣改”之路早谋划

□本报记者 曹儒峰
本报通讯员 苏本善

每天早晨6点刚过，刘桂霞就会起床，洗刷、
早餐、收拾房间，然后下楼步行到一路之隔的服
装加工厂上班。搬入新家一年多，方便舒适的社
区生活让她感到十分满足和惬意。

刘桂霞家住东平县州城街道孟庄村，全家6
口人。同周边7个沿湖村绝大多数村民一样，他
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 东平湖库区移民。

东平湖库区移民多分布在山坡地和湖堤、
河堤沿线。受发展空间限制，移民群众居住条件
长期无法改善，人均居住面积不足10平方米，而
且多数移民少有或没有耕地，基本生活缺乏保

障。24 . 5万库区移民，其中无地移民4 . 6万，比例
最高时占到全县贫困人口总数的25%。脱贫攻
坚战打响后，如何改善其生产生活条件成为摆
在东平县委县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

2014年，国家水利部实施国有大中型水库
移民避险解困工程，东平县列入工程计划。2015
年初春，东平县移民避险解困工程拉开帷幕。按
照规划，刘桂霞所在村和周边6个村在内的2373
名群众，被安置到首期开工建设的移民社
区——— 湖韵苑。2016年7月，孟庄村最早实现搬
迁，2017年4月，社区全部竣工并完成群众搬迁。

“新房子宽敞干净，关键是日常生活方便舒适，
跟原来比是天上地下的区别。”站在新房里，刘
桂霞的满足感溢于言表。

搬迁是移民群众奔向新生的第一步。步子迈
得稳不稳，关键要看产业支撑是否牢固。在移民
社区建设初期，东平县提出了“两区共建”的规划
蓝图，将移民社区与产业园区同步规划同步建
设，坚持生活生产“两手抓”，实现搬迁发展“齐步
走”，务必让移民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厂房就建在家门口，上下班方便，既能打工
赚钱，还能照顾家庭。”刘桂霞告诉记者，她所在
的企业是一家以生产警用服装为主的加工企业，
经过简单培训就能上岗就业，像她这样的熟练
工，一个月可以拿到2600多元的工资。

“用产业支撑社区，以就业加快脱贫，‘两区
共建’实现了东平脱贫攻坚的全面升级。”泰安
市副市长、东平县委书记赵德健介绍，除移民避

险解困工程外，2015年，东平县率先在全省实施
黄河滩区居民迁建工程，东平县11万多群众将
搬入社区，开启新生活。与此同时，该县依托旅
游、水产养殖、特色产品加工等优势产业，在社
区周边规划建设5个扶贫产业园、移民产业园，
配套建设30个特色产业基地，在112个省市级贫
困村建立精准扶贫就业点，形成了“园区+基地
+就业点”的多种产业发展布局，直接提供就业
岗位1万余个。

据了解，截至目前，东平县移民避险解困工
程竣工社区5个，在建9个；黄河滩区居民迁建工
程竣工社区1个，在建3个；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竣
工1个，在建6个。全县有1 . 7万名群众搬进新家
园，9000余名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

“两区”共建升级脱贫攻坚，东平百姓好福气———

社区居住 园区上班

□记者 王洪涛 通讯员 房英 报道
本报费县讯 “大娘，您放心，咱脱贫不脱政策，

扶贫大棚收益还有您的！”“大爷，这是您的特惠保
卡，收好了，有什么不明白，我慢慢给您解释。”“大姐
您不用愁，身体要慢慢养着，您的大病救助材料我已
经给报上去了。”以上是费县新庄镇赵家沟村扶贫网
格员陈波日常工作缩影。

针对当前贫困人口多、扶贫工作任务重的实际，
费县各地积极探索精准扶贫模式。新庄镇地处费县西
南山区，建档立卡贫困户5384户10654人，为做到精准脱
贫，该镇摸索出一套扶贫网格化管理制度，建立起扶贫
工作专职专干队伍，赢得贫困户和村民满意。该镇建立
三级网格管理制度，5个工作区为一级网格，33个行政
村为二级网格，81个自然村为三级网格，贫困人口按居
住地纳入网格管理。在具有高中或中专以上学历青年
中选拔81名扶贫专干网格员，负责各网格中的贫困户。
81名扶贫专干网格员“包”了全镇10654名贫困群众。每
位网格员坚持每个星期走访一遍网格内的贫困户，帮
助分析贫困户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提交脱贫计划建议,
负责宣传扶贫政策及督导措施的落实等。

费县探索网格化管理
助推精准扶贫

□记者 彭辉 通讯员 姜俏俏 杨坤 报道
本报乳山讯 “五无食品莫食用，有害物质在其

中，小摊小贩要防范，查看信息工时卡……”3月6日，乳
山市编制的《食品安全伴我行》校本教材正式发放启
用。作为全省第一批、威海第一本食品安全方面的教
材，该书以孩子喜爱的插图、漫画形式，图文并茂地展
示了食品安全知识，并配套8个主题活动，贴近学生的
生活和兴趣，受到学生、教师及家长的一致欢迎。

针对中小学校周边存在的“五无食品”问题，为
增强广大中小学生的食品安全意识，乳山市组织编
写了中小学校食品安全校本教材，分别从对食品的
认知、问题食品、安全食品、外出就餐(网络订餐)、保
健食品、食品贮存、消费维权展开讲解。8个单元分为
16个小单元，含8个主题实践活动，鼓励同学们在实
际生活中了解食品安全，关注食品安全，对孩子们形
成正确的引导。目前，乳山全市计划印刷11000册，发
放到全市22所中小学校，为每个学校公共阅览室配
备50册，并面向4至6年级的212个班级共计8500余名
学生发放，以后每年将持续针对4年级学生发放。

乳山：食安教材
进课堂抵制“五无食品”

□记者 张晓帆 肖芳
通讯员 于正阳 宋爽 报道
本报青岛讯 2月28日，青岛市即墨区印发《即墨

区2018年环境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方案(试行)》。根据方
案，空气质量改善得力的镇街将领奖，反之将受罚。

该方案以细颗粒物(PM2 .5)、可吸入颗粒物(PM10)
两项污染物平均浓度达标改善情况为考核指标，权重
占比分别为70%、30%，每月一考核，每季度向社会公布
考核结果。目前，考核范围为对城区空气质量影响较大
的通济街道、环秀街道、通济新区、龙山街道、龙泉街
道、北安街道、潮海街道七个街道，计划于年底前扩展
到辖区内所有镇街。在奖惩方面，每季度考核前两名的
镇(街)，区财政依次给予30万元、20万元的生态补偿资
金奖励；每季度考核排名第六、第七名的镇(街)，需依次
向区财政缴纳10万元、15万元生态补偿资金；全年
PM2 . 5、PM10两类污染物均值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
二级标准的，区财政额外给予30万元奖励，年终一并结
算。方案要求，该环境空气质量生态补偿金必须用于大
气污染防治，获得生态补偿金的镇街要制订资金使用
方案，报区财政、环保部门备案。

即墨实行镇街
空气质量生态补偿

□李剑桥
报道

图为沾化
区下洼镇北陈
村枣农张明国
(左一)正在修
剪冬枣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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