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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赵德鑫 报道
本报济宁讯 5月11日上午，由《齐鲁晚报·今日运

河》主办、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独家赞助的第六届“最美
济宁人”评选活动颁奖典礼在济宁市运河宾馆举行。8个
受表彰的团队和个人荣获第六届“最美济宁人”称号。

助学拾荒退休老干部张福庆、诚实守信的儒商高居
祥、参与抢救烧伤患者达15000余例的济宁市第一人民医
院烧伤整形外科主任张志华……每个名字的背后都有一个
感人的故事。当获奖者或代表走上台领奖时，现场一次次
响起掌声，这是向好人的崇高敬意。

第六届“最美济宁人”

颁奖典礼举行

□ 本 报 记 者 王德琬 吕光社
本报通讯员 张美荣 谷 顼

5月10日，在济宁市兖州区新兖镇大南
铺村，初夏的微风拂过乡间的麦田，吹得麦
苗低下了头，吹得白杨树沙沙作响，平坦的
柏油路通向了远方，在满目绿色的掩映下，
向阳花家庭农场就在这里坐落着。农场主马
兆文告诉记者，别看平时挺安静，可一到周
末这里便热闹了起来，“很多城里人都拖家
带口地过来玩，来往的车辆络绎不绝。”去
年，马兆文将本打算全部种植蔬菜大棚的60
亩地，拿出10亩开辟了“一分地菜园”，这
种情景便成了周末的常态。

“这个‘一分地菜园’可真不错。”家
住兖州西城区的市民郭莹告诉记者，每个周
末他都要带着爱人和孩子来菜园收菜。去年
11月份，他经朋友介绍以每年800元的价格承
包了一块“一分地菜园”，而兖州区土地流
转的市场行情是每亩地租金1000元，但郭莹
却觉得这800块钱花得太值了。

“我是奔着能吃到绿色有机的菜而来，
小菜园给每一位会员提供水、肥、种、苗，
尤其是肥料，提供的是行业内公认的品牌有
机肥和生物菌肥，以及以大豆为原料的底
肥。”郭莹说，今年春节前后，他家就吃上
了收获的大白菜。“口感就是不一样！大家
都关注食品安全问题，绿色有机是维护食品
安全的重要屏障，必须从源头抓起，让家人
吃口放心菜。”

像郭莹这样因关注食品安全而选择自己

种菜的市民大有人在。从2017年马兆文开始
经营“一分地菜园”，100份一分地已经被
租出去70份，近期随着天气回暖，又有不少
人给马兆文打电话咨询承包价格和管理模
式。“一天接十几个电话，有想过来看看
的，有的直接就在电话里定下来了，近期有
望能将剩下的30份承包出去。”马兆文说，他
们打算东扩四五亩，继续发展“一分地菜园”。

“休闲观光农业是今后发展趋势，久居
城市的人渴望回归田园，但不能仅仅是划好
地就啥都不管了，必须有所创新。”马兆文
的“一分地菜园”新就新在管理模式上，除
了统一供种供肥，还提供保姆式的服务，帮
助会员种出好菜。

“大家现在都有工作，生活很忙碌，可
能十天半个月也来不了一次，有的会员缺乏

种菜的经历，也不会管理。”马兆文说，因
为会员们都是想吃到绿色有机蔬菜才来包
地，所以就对没时间管理菜地的会员实行全
托管式的帮扶，由农场出工替他们精心管
理，会员只负责采摘现成的蔬菜就可以了。
“我都是趁着周末的时候带孩子来浇浇水、
拔拔草，最后带着大包小包的菜回去，既有
收获的喜悦，也带孩子体验了农耕生活。”
郭莹告诉记者。

“带着头脑种地，一切围着市场转”是
马兆文摸索出来的“种地经”。她2014年刚
承包了420亩土地种粮食，第二年就遭遇了
玉米价格下滑的“滑铁卢”，她紧接着就建
了50亩蔬菜大棚，专门种市场上卖得好、叫
得响的瓜果：羊角酥甜瓜、绿宝甜瓜等。她
给记者对比了三种经营模式的利润：“大田

作物除去地租及各种成本，在精心管理的前
提下，每亩地纯利润200元左右；大棚两年
换一次膜，再除去人工、种苗、肥料等成
本，每亩地纯利润为20000元；‘一分地菜
园’的利润是每亩2000元。”马兆文说，
“一分地菜园”的利润虽不及大棚蔬菜，但
是风险低，不用考虑市场行情，而且带动了
人气，热闹了乡村，提高了农场的知名度。

马兆文对“一分地菜园”的经营还有新
打算。她给每一位会员发了一个采摘证，不
定期地举行采摘活动，持采摘证可以参与采
摘菜园里所有的蔬菜。她指着一块宽度大约
4米的过道告诉记者，“这块空地处在高压
电线下，不能建大棚，我打算搭个葡萄架
子，扎上篱笆养兔子、养鸡等家禽，给来到
农场的小朋友们增添点乐趣。”

久居城市的人渴望回归田园，休闲观光农业热度不减———

新兖时兴“一分地菜园”

□ 本 报 记 者 孟 一 姜国乐
本报通讯员 郝龙臣

5月3日，临近立夏节气的大日头已经让
人觉得有点难熬，可在曲阜市陵城镇张庄村
村民王海波的红枫林下，炽烈的阳光被枫叶
裁剪成斑驳的树影，只剩下温柔的和煦。看
着眼前260亩绿化苗木林地，王海波也不敢
相信，自己能在短短几年时间内从一名给人
打工的苗木农民变成现在的小老板。

“我哪是什么老板？我就是个普普通的
农民，新型职业农民！”用起这时髦的自我
介绍词，王海波已经把“农民”当作一个值
得骄傲的职业。而提起自己的变化，他把功
劳归给了镇里的“集中培训给农业部门‘点
菜’+日常培训依托企业、合作社开展实训”的
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模式。跳脱很多地方为完
成任务而组织农民培训的“怪圈”，陵城镇
涌现了一大批像王海波一样的独立种植户。

乡村振兴，根本在人。如何让农民掌握

更先进的农业技术、更多元的营销知识、更
前沿的行业动态，已然成了当下农民培训的
新切口。

“过去对农民的培训有很多是在走过
场，不问需求、不讲业态。”陵城镇副镇长
陈少成说，为解决这种集中请专家搞培训，
却抓不住牛鼻子的问题，镇里在每次集中培
训前都会向农民征集培训内容，然后给负责
培训和邀请专家的农业部门开出符合自身发
展需要的“菜单”，且坚持采用下到田间地
头实地讲学的教授方式，让每一次的培训都
变得更务实且有针对性。

陵城镇现有农业用地2万多亩，其中一
半以上用作绿化苗木、草莓、葡萄、无花果
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因技术含量较高，平时
对农技培训的需求很大，单指望每年几次的
集中学习远远满足不了新型职业农民的需
要，依托企业、合作社进行半工半学式的实
训也由此营运而生。

记者在艺彩苗木有限公司的毛叶山桐子

繁育基地的大棚里看到，来自四川省林业科
学院的工程师李彩正在带着农民播撒树种。
作为初涉鲁地的外来树种，每一个细小的失
误都有可能造成整片苗木的倒伏。因此，李
彩在技术传授时不光手把手、实打实，而且
在基地一住就是一个月。

“毛叶山桐子生长快、耐干旱，果子不
仅能观赏还能榨油，是一种市场前景广阔的
绿化苗木。”艺彩苗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
东海告诉记者，可是这种树育苗难度非常大,
离不开大棚繁育；二来长成前为草本植物，
管理不当容易死株，在业界，尤其在没有栽
种过的地区，很少有人敢轻易尝试。好在公
司依托长期以来和科研院所的合作关系，请
来李彩每天钻树林给打工的农民作培训，大
幅降低了风险指数。

搞农业技术培训，政府部门尤其是基层
政府，普遍缺少专家库、行业领军培训团队
等优质资源，相较之下，长期在商场一线作
战的企业和专业合作社则有着更为强劲的知

识后备。“于是，我们鼓励通过‘农科驿
站’等形式，让企业和合作社肩负起农技培
训的重责，对在自己企业打工的农民进行系
统而深入的培训，通过长期的工作和学习，
在提升农业技术的同时，让他们更多地掌握
行业动态。”陈少成表示，这种扎根一线的
培训模式不仅有助于农民掌握技能，还能让
企业对市场风向更为敏感。

熊安新区对绿化苗木的选择极为苛刻。
而艺彩苗木有限公司凭借其试种中的毛叶山
桐子和技术成熟的美国红枫顺利被列入合作
对象的考察范围。

“新型农民与传统农民的差别在于，前
者是一种主动选择的‘职业’，后者是一种
被动烙上的‘身份’。”正如陵城镇党委书
记刘继峰所说，教室里学不出农业专家，土
地里长出来的职业农民才专业。他们希望通
过脚踏实地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不仅解决
“谁来种地”的现实难题，更解决“怎样种
好地”的深层问题。

集中培训“点菜” 日常培训“入企”

土地里长出来的职业农民才专业

□记 者 王浩奇
通讯员 程建国 王伟 报道

本报金乡讯 记者从金乡县获悉，2018
年金乡县继续推进大蒜目标价格保险保费补
贴工作，大蒜投保面积为30万亩；今年将首
次对蒜薹实行目标价格保险保费补贴，蒜薹
投保面积为10万亩。目前，全县2018年大
蒜、蒜薹投保计划已完成。

《金乡县2018年大蒜、蒜薹目标价格保
险工作实施方案》对2018年大蒜、蒜薹承保
范围进行了限定。2017年种植2018年收获的
生长和管理正常、保险期间均衡上市的金乡
大蒜目标价格为：1 . 70元/斤。保费为140元/
亩，其中投保蒜农承担56元/亩（40%），各
级政府承担84元/亩（60%）；2017年种植
2018年收获的生长和管理正常、保险期间均

衡上市的金乡蒜薹（手拔蒜薹和刀划蒜薹）
目标价格确定为：1 . 00元/斤。保费为28元/
亩，其中投保蒜农承担11 . 20元/亩（40%），
各级政府承担16 . 80元/亩（60%）。当大蒜和
蒜薹地头价格低于目标价格时，视为保险事
故发生，保险公司对跌幅部分进行相应赔
付。价格保险将有助于稳定大蒜、蒜薹价
格，增强蒜农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金乡蒜薹首次纳入目标价格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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