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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报道
本报寿光讯 记者从寿光市物流园价格指数

检验检测中心获悉，4月2日至8日这周，寿光农
产品物流园蔬菜价格定基指数为111 . 43点，较上
周112 . 95点下跌1 . 52个百分点。

监测的10大蔬菜类别指数6类下跌4类上涨，
其中下跌明显的类别是白菜类、茄果类、根菜
类，环比跌幅分别是33 . 3%、4 . 8%、4 . 6%；上涨
明显的类别是甘蓝类、叶菜类，环比涨幅分别是
14 . 3%、11 . 5%。

价格指数检验检测中心经理隋玉美分析，蔬
菜价格指数稳中趋跌，影响指数波动的原因有三
个方面。一是市场交易的鲜蒜苔、鲜蒜头、春白
菜等时令蔬菜批量集中上市，供大于求，价格普
遍下跌。二是随着南方冬菜逐步退市，省内及周
边省份进场蔬菜增多，运输成本的降低及需求的
减弱，导致菜价持续下降。三是本周虽遇强降温
天气，但由于前期蔬菜供应充沛，所以不良天气
对菜价影响不大，整体仍以小幅下滑为主。

□ 本报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张 磊

“10天时间就解决了困扰我们村近20年的
宅基地堵路问题，工作组确实有办法。”寿光
市纪台镇王辛村村民王奎说。

据了解，王某兄弟两人1999年因宅基地发
生纠纷，导致在王辛村中心两座老屋近20年无
法拆除，影响了村庄道路、房屋规划。

3月17日，寿光市召开农村综合治理工作
动员大会。寿光市从公安、法院、检察院等20
多个市直有关部门抽调30多名业务能力强、法
治意识强、农村工作经验丰富的领导干部，组
成了一支综治小组，进驻纪台镇。

工作组了解王某兄弟的情况后，与王辛村
委多次研究对策，一方面从影响村庄道路规划
的角度约谈两兄弟，另一方面从亲情角度进行
教育感化，并多次上门做工作，帮助两人打开
心结。

3月29日，两座老屋占道部分全部拆除，
兄弟两人矛盾也逐渐化解。据介绍，工作开展
以来，纪台镇共清理多占宅基地312处，收取
社会抚养费6045924元，收取村集体尾欠9899908
元，所有村基本完成农业用电规范化建设，一
批制约该镇农村发展的难题得到有效解决。

“我们的任务是协助纪台镇全力做好农村
综合治理工作。虽然设立了临时办公室，但所
有工作组成员除吃饭时间外，都要下到村里去
摸排情况，处理解决问题。”寿光市社会综合
治理驻纪台镇工作组组长、市政法委副书记、
综治办主任王树爱说，工作组成立后，同步建
立了农村综合治理纪台工作群，每天各工作组
将当天工作情况及时以图文形式发布在工作群
里。

“借着开展社会综合治理的东风，纪台镇
各村两委与综治工作组通过走访入户、发放明
白纸、广泛征求村民意见等方式，使农村宅基
地、农业用电管理、土地尾欠等各项工作稳步
推进，解决了矛盾，疏通了干群关系。”纪台
镇党委书记刘玉玲说。

“安装上电表后，浇地比以前安全了，也
省事了，电费还便宜了一毛钱。”纪台镇东方
东村村民赵新昌说。

东方东村是一个种植大村，有500多个蔬
菜大棚。以前村民都是先浇地，再记账，然后
由村里的电工挨家挨户收取电费。综治工作组
来到东方东村后，召开党员会议、村民代表会
议，走访群众，在农业用电电表化改造工作上
取得了村民的一致同意。通过统一采购，专业
安装，解决了村里农业用电规范化管理问题。

“20多年没交的土地承包费全交了，侵占
宅基地的现象也解决了。没想到农村综合治理
工作会给我们村带来这么大的变化。”纪台镇
同兴村党支部书记毛相玉说。

同兴村共有580多口人，村里共有400亩土
地被村民承包。1998年，同兴村调整了土地，
当时很多村民抢种了边角地。这让没抢种土地

的村民有很大意见，导致承包费难以征收。近
年来，随着人口增减，土地问题成了村里的主
要问题，严重影响了村里的稳定和发展。

“工作组在了解同兴村的情况后，多次同
村两委成员研究解决办法，并走访入户征求村
民意见和建议。”寿光市社会综合治理工作组
四组组长、市畜牧兽医管理局党总支副书记王
建勋说。

在工作组的指导和帮助下，同兴村在多次
召开党员、村民代表会议和征求村民意见的基
础上，最终确定了土地承包费征收办法和思

路。
因为村两委换届频繁，导致同兴村的土地

承包底子和相关账目存在缺失、混乱问题。为
了理顺账目，同兴村两委成员加班加点挨家挨
户走访核实情况，并组织专人对村民抢种的边
角地进行了丈量核实。

在对承包费进行核实的同时，村委还对近
20年来每户的人口增减情况进行了调查摸底。
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终于理顺了同兴村的土
地承包费账目和人口增减情况。

3月25日，同兴村对承包费情况进行了张

榜公布，并向每户村民发放了明白纸。在充分
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同兴村决定：对有承
包合同的按照合同收取，没有合同的按照当时
相同地块的承包价收取。3月26日交纳的享受
20%的优惠，3月27日上交的享受10%的优惠。
对于增加人口的，按照每增加一人每年补助
200元标准发放，缺失人口的，按照每人每年
200元标准交纳土地承包费。

“村里一共有92户未交纳承包费，3月26日
一天，就有80户交纳了承包费40余万元。如今
已经交纳完毕。”毛相玉说。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刘瑞全

寿光市营里镇前浊北村原本打算在村里安
装6盏路灯，最后却安装了60盏。“村集体钱
不多，没想到村民主动捐款，解决了村内亮化
难题。”前浊北村党支部书记曹国华说。

3月14日晚，营里镇组织各村党支部书
记，对各村进行了观摩。一个个村转下来，曹
国华发现，除前浊北村外，其他村全部实施了
亮化工程。“别的村都亮亮堂堂，我们却黑咕
隆咚。”曹国华在车上就坐不住了，亮化工作
必须提上日程。

第二天，曹国华在村内召开了征求意见
会。“由于村内资金有限，我们先规划安装6
盏路灯，解决基础照明问题，大家看如何？”
曹国华说。

老党员于江林说：“6盏效果有限，既然
决定亮化，何不一次性解决？资金不够，我们
组织党员捐款。作为党员，就应该起到带头作

用。”村民代表曹军华说，他将提供全部路灯
的电线等价值7000余元的基础材料。

3月25日是约定的捐款日，没想到，原本
小范围的党员捐款会变成了村民捐款大会。村
里的五保户杨三顺，平日生活全部由村委照
顾，这次他捐款400元。考虑到他生活困难，
村委婉拒了他的要求。但杨三顺说：“我腿脚
不好，有了路灯，我进出更加安全，应该捐
款。”

当天，前浊北村筹集到了37000元，这远远
超出了安装路灯所需费用。“遵从群众意见，
安装路灯60盏。剩余的捐款，将会用于爱心小
屋及慈善事业。”曹国华说。

3月23日，文家街道冀家村启动“美丽乡
村”建设捐款仪式。党支部书记董益文先捐出
5万元；65岁的桑瑞芹老人把刚收入的2000元全
部捐出；行动不便的董益亭、王宣友坐着轮椅
来村委捐了2000元；靠捡废品为生的低保户也
献出自己的心意。两天时间，冀家村收到50余
万元捐款。

“昨天打工挣了100元，凑够2000块钱添
上。这是造福全村的事，我不心疼钱。”桑瑞
芹说。“我一共捐了5000元。修路是一项非常
好的民生工程，只要村里有什么事情，我们在
外的人一定会支持。”冀家村村民董建水说。

“为了村里的路好走，也得捐款把路修起
来。”低保户董益亭说。

董益文说：“我们不能辜负父老乡亲的信
任和支持，一定要把这笔钱管好、用好。一定
会按照美丽乡村建设标准，把村里的土路全部
硬化，解决村民出行难的问题，再继续做好村
庄提升，带领全村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
新生活。”

文家街道吕家村为修路也发动了捐款。吕
家村目前只有小部分主干道是硬化路，村内胡
同仍是土路，好天坑洼不平，雨天泥泞难行。
几天时间，该村就收到捐款70多万元。

“专款专用，由村监督委员会全过程实
施，村两委不插手资金，让老少爷们放心。”
吕家村党支部书记吕风军说。

3月下旬，文家街道启动“美丽乡村”捐
款修路活动。截至4月4日，张家河头捐款138万
元，冀家村捐款56万元，东河村、西陈村捐款
活动尚在进行中。

近两年，孟家官庄积极推进“美丽乡村”
建设，完成了村内道路硬化、路灯更换、排水
沟改造，并栽植绿化树木3万多株，新修3个文
化游园，把原先的废弃地、垃圾场建成了村民
文化活动场所，200多户村民完成旱厕改造。

“以前‘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现
在全是柏油路。房前屋后种上了绿化树，环境
也好，看着心里就舒坦。”孟家官庄在外经商
的孟繁瑞说。

“在外生活好了，也应该回报村里，让村
子发展得更好。”孟繁瑞和在外经商、工作的
村民们商量。目前，孟家官庄已经收到在外村
民捐款5万多元。

“我们会专款专用，确保所有捐款全部用
于村庄建设当中，让村民们切实感受到实
惠。”孟家官庄党支部书记孟令军说。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韩明云

4月5日下午，天空飘起小雨，寿光市圣城
街道范家庄村魏金良骑着电动车从棚里往家
走。一路到家，电动车轮上没有粘上泥。“我
们的棚间生产路从来没有这么好走过。”种了
30年大棚的魏金良说。

范家庄是个纯农业村，共有88户，种植着
160个大棚，生产路接近2000米。种棚户一天到
晚要在棚间生产路上走四五个来回。

魏金良种着3个黄瓜大棚，每到闷棚时节
就要运鸡粪。“原先路窄，拉鸡粪的车进不
来，我们都是卸在路头上，再雇人一小车一小
车地往里倒，别提多麻烦了。”魏金良说。

“在生产路上，我们铺了600多吨钢渣，
有七八公分厚，把所有的生产路全部提升。”
范家庄党支部书记魏玉亭说。

如今，棚间生产路修到4米宽，鸡粪运输
车直接开到棚口，魏金良不用再为倒鸡粪发愁
了。

常年在范家庄收购黄瓜的朱晓明说：“村
里修好了路，从这里到物流园卖菜，来回方
便，节省不少时间。”

据介绍，圣城街道共有5000个大棚，涉及
近5000户2万口人。“一到下雨下雪，老百姓进
出棚一脚水一脚泥。所以，必须彻底改善大棚
道路的出行问题。”寿光市委常委、圣城街道
党工委书记马焕军说。

截至4月1日，圣城街道25个农业村，500多
条棚间路全部修好。这些棚间道路总长度100
公里，总面积40万平方米，总投资1000万元。
新整修的棚间路，85%能通行中巴车。

圣城街道金家村，共有32户村民。去年，
圣城街道与金家村两委共同研究调地方案，流
转土地200亩，建造高标准大棚27个。如今，棚
区1000多平方米的路面也已整修一新。

“原先路窄，下雨全是泥，车辆没法走。
现在上面撒了钢渣，菜可以从棚里直接拉到外
边的路上。”金家村村民金永胜说。

针对村集体经济薄弱的实际情况，圣城街
道对各村棚间路的整修，给予50%的资金补

贴，并进行现场检查验收，以确保路的质量。
原来，西石村大棚区的路不仅坑坑洼洼，

还东家堆点垃圾、西家放点杂物，四五米宽的
道路成了两米，来往两辆车都错不开，村民盼
着修路。

西石村党支部书记牟永盛说：“因为路要
拓宽到4 . 5米，需要清障，就提前下了通知：
搭建在外侧的棚屋子要拆除。一天时间，群众
自己全拆了。”

“天天盼修路，没想到这回真实现了，我
们都支持。”西石村村民周瑞芳说。

圣城街道张仕片，这次进行大棚道路整修
的有后朴、赵旺、金家、张仕、杨仕5个村，
整修道路65条，17000米，清理垃圾1650方。

原来的张僧河，由于长期无人管理，荒芜
了15年，形成了一个长1500米、宽15米的垃圾
场。光这一段，垃圾就运了150多车。清出来
后，张仕村进行了分段承包管理，垃圾场变成
了现在的小菜园，村里每年增加集体收入1万
多元。

“这次大棚道路整修既方便了群众，又锻

炼了村级班子，提升了班子成员的战斗力和在
群众中的威信，还美化了环境。”张仕片总支
书记韩华伟说。

北郭村的大棚路1700米长，大棚路的灰线
都是村党支部书记张树增和村两委成员拉着百
米绳量出来的。“有个别户的大棚棉被、竹竿
等杂物直接堆放路边。看到村里真心为群众办
好事，村民主动清理杂物。”张树增说。

2018年，北郭村将围绕大棚园区道路提
升、农业品牌打造、农业+旅游作出新的发展
规划。清理垃圾、改造道路只是其中一步。下
步，村里将在大棚园区道路两侧种植月季、玫
瑰花，把菜园子建成旅游景点。

圣城街道城西片有9个村进行了整修，各
村都互相学习，比着干。集体没钱的，村两委
成员凑。遇到清障过程中群众不理解的，村干
部主动做工作，帮忙清理杂物。

“要像管理大街小巷一样，把棚间生产路
管理好。”马焕军说，建立长效机制，不仅要
把路修好，还要管好，让老百姓做到出行方
便、生产方便。

乡村变美丽，人人都出力

棚间生产路，能通中巴车

寿光开展乡村综合治理，疑难问题“一揽子”解决

堵大街的老屋拆了

蔬菜价格稳中趋跌

贾思勰是我国南北朝时期北魏著名的农学
家，其祖籍为“齐郡益都”（今山东省寿光市李
二村），曾做过高阳太守。面对北魏时期战乱不
断，社会动荡，经济凋弊，民不聊生的社会现
实，贾思勰怀抱着“要在安民，富而教之”的理
想，大概于公元528～556年间，通过“采捃经
传，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以行事”，创作完
成了世界上现存最早、最系统、最完整的农业科
学巨著——— 《齐民要术》。《齐民要术》使我国
农业科学第一次形成系统理论，被誉为“中国古
代农业百科全书”，贾思勰也因此被誉为“农
圣”。

贾思勰在《齐民要术》“序”中指明，学习
古圣先贤的教导，其根本目的是“要在安民，富
而教之”，即如何让民众生活安定，使他们富足
和得到教养。

贾思勰在做高阳郡太守等官职时，非常关心
人民的生活，注意发展生产，特别强调生产实践
的重要意义，还亲身参加劳动。贾思勰到过山
东、河北、河南等许多地方，每到一地，他都非
常重视农业生产，考察和研究当地的农业生产技
术，向一些具有丰富经验的老农请教，获得了不
少农业方面的生产知识。中年以后，他又回到自
己的故乡，开始经营农牧业，对农业生产有了亲
身体验，掌握了多种农业生产技术。把自己积累
的许多古书上的农业技术资料、询问老农获得的
丰富知识及他自己的亲身实践，加以分析、整
理、总结，潜心撰著，完成了堪称我国古代农书
之首的农业科学巨著《齐民要术》。

《齐民要术》论述了根据不同天时、地利而
采取的不同耕作方法，总结了耕、耙、耱一整套
保墒防旱措施；记载了水选、晒种等处理种子的
方法以及水稻的催芽技术，对选种方法和种子管
理作了科学总结；对地力的保持和提高，特别是
“作物轮栽”作了专门论述，对以往我国劳动人
民以土养地、作物轮作的实践经验进行了科学总
结；详细记述了家畜饲养的经验，吸收了少数民
族的畜牧经验，对家畜的品种鉴别、饲养管理、
留取良种、繁殖仔畜、兽医药方等均有记录。
《齐民要术》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我国北方的农
业生产技术水平，在我国乃至世界农业发展史上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王兵 整理）

农学巨匠贾思勰

■“农圣故里·文明寿光”文化名人

■中国·寿光蔬菜指数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4月1日至3日，寿光市洛城街道郭营村3天
时间，清理尾欠260万元。

在今年3月底，寿光市农村综合治理工作
动员大会召开后,洛城街道向农村历史遗留问题
宣战。

在综合治理工作中，郭营村干了两件大
事。一是清理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13万元尾
欠。二是自2014年以来的247万元承包费全部
“清零”。“三天时间快速清理欠款260万的
背后，是接近1个月的挑灯夜战和村两委成员
跟160户村民的来回‘拉锯’。”郭营村党支
部书记郭振建说，“我们把一年的话都提前说
完了，走的路能绕村子跑100圈。”

最初清理欠款时，郭振建心里没有底。

“欠款户有160户，这家看那家，那家等另一
家，家家等着、靠着，谁也不愿意交。”郭振
建说，最令他头疼的是那些欠款“大户”，有
些户高达数十万，三四年了，有的甚至三四十
年，着实像一块块大石头压在头顶，不知如何
是好。

但承包费与尾欠拖得时间越长，就越难
办，既然要收，必须一次成功，决不能拖泥带
水，犹豫不决。为顺利开展尾欠收缴工作，洛
城街道东斟灌片总支书记带领村干部大大小小
开了5次会，会议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如何
征收尾欠。

办公商量，电话商量，谁有想法，随时集
合，经过来回商讨，最终大家一致决定，征收
工作要稳抓稳打，逐步推进，并制定了实施方
案。第一步查找账目，把账目夯实，老账新账

拿到桌面上，两人一组，一张一张翻，一笔一
笔算，把账目夯实了，村里才有底气。第二
步，户户动员，给“两委”成员下“军令
状”，要求村干部亲戚必须带头交，如有一户
犹豫不决，村里“秋后算账”。第三步，也是
最后一步，确定4月1日至3日为集中收缴日，
对于拒交村民，“两委”成员集中攻坚，再不
交者，提交街道党委及相关部门，走法律程
序。

3月31日那晚，郭营村“两委”开完会已
经1点多。忙前忙后的村干部，好几个人都没
合眼。

4月1日早上，郭营村“两委”成员早早来
到了村委办公室，准备好了桌椅板凳跟收据，
一切准备就绪。从而顺利用3天时间收取260万
元欠款。

郭营村3天清理尾欠260万元

在寿光市
纪台镇，综合
治理小组工作
人员走村入户
了解情况。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4月9日上午，寿光市台头镇南洋头村村南的
麦田里，邢乐军在给自家的6亩麦田灌溉。“现
在浇地很省心，拿电卡到水井那个设备上刷一下
卡，打开阀门，水就直接淌进地里了。”邢乐军
说。

让邢乐军受益的是寿光在台头镇建设的农业
综合开发0 . 9万亩高标准农田（提质）建设项
目。该项目位于台头镇南部，涉及台头镇的9个
行政村的集体土地。

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1330万元，其中水利
设施投资927 . 78万元，林业设施建设投资75 . 69万
元，田间道路设施建设投资274 . 53万元，其他工
作及设施52 . 0万元。

“项目完成后，可达到田成方、林成网，
渠、路、林、桥、涵、井、电相配套，种植结构
更为合理优化的生产格局。”寿光市农业综合开
发办公室主任肖庆臣说。

据介绍，项目区农作物主要是小麦、玉米。
小麦种植面积9000亩，单产300公斤。玉米种植
面积9000亩，单产320公斤，所有农作物都属于
中低产田的水平。造成粮食产量低的原因主要是
灌溉水源保证率不高，土壤肥力逐年下降。

“以前就是灌溉难，粮食产量上不去。现在
能浇上水，产量就有了保障。田间地头的路也给
修好了，道路两边也栽上树木了，看着就觉得心
情舒畅。”邢乐军说。

9000亩地成良田

□记者 石如宽 通讯员 刘娜 报道
本报寿光讯 4月10上午，寿光市田柳镇北

岭村，李庆涛和家人正在摘樱桃。装箱后，李庆
涛开车把樱桃运至临朐樱桃批发市场销售。“昨
天行情好，每斤樱桃卖了68元。今天每斤只有38
元。”李庆涛说。

北岭村是寿光有名的樱桃种植村，全村180
户人家，有110户种植樱桃，共有100多个樱桃大
棚和300多亩露天樱桃。

1999年，北岭村原党支部书记李树华带头种
植了露天樱桃，后来全村种植樱桃。

今年，北岭村组建了果蔬专业合作社。

北岭大棚樱桃上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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