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李梦 孙亚飞
通讯员 李连民 报道
本报莘县讯 “花发霉、叶子跟用热水烫烂

的一样，王大夫，你快帮我看看这豆角到底是咋
了？”5月23日，在莘县效力农资公司，着急的
菜农袁振一边描述豆角病情，一边把手机里的照
片放大给王效力看。

“这豆角应该是得了灰霉病。”作出诊断后，王
效力在电脑上为袁振的6亩大棚豆角开出了处方。

“买农药就跟自己进药店买药一样。”袁振说，
“农资店里有了坐诊‘大夫’，什么药该用、用多少、
怎么用，一清二楚，既方便又放心。”

王效力是莘县50多名农药处方大夫中的一
员。为确保农产品生产过程中安全施肥用药，莘
县从今年开始，在全县推广农药“处方制”。规
定农药经销商必须接受56课时的专业培训，或者
是具有中专以上植保或农学专业学历的人员，考
试合格获得农药经营许可证后，方能开店售药。

3月21日，王效力开办的效力农资有限公司，
获得了莘县政府发出的首张新版农药经营许可
证，这也是新《农药管理条例》实施后，我省颁发的
第一张农药经营许可证。王效力持证上岗，成为给
瓜果蔬菜食用菌看病开药的合规大夫。

以前种植户凭经验用药，出问题后常常把责
任推给农资店，纠纷不断。农药“处方制”推广
后，买卖双方各持一份机打“处方”，农户用药
有了凭据。

处方制对王效力这样的农药销售商的约束同
样是刚性的。记者看到，王效力通过莘县农业投
入品监管平台，给袁振开具处方时，处方信息同
步传输到了莘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控中心。

设在王效力门店的监控摄像头，还能将店内
的销售实况，实时传输、呈现在莘县农产品质量
安全监控中心的大屏上，供执法人员采集使用。

在莘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控中心，执法中队
中队长康书磊给记者打开监控平台，调出了王效
力给袁振开具的那单处方，药物名称、生产厂家、
剂量、注意事项，一目了然。

“通过中心大数据平台，你可随时调取全县
各农药销售网点、店面的进货记录、销售记录、
农药处方、库存量以及视频监控的门店实时现
场。”莘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控中心主任王宪刚告
诉记者，莘县现有农药经营门店800多个，“今年8
月1日前，我们将对符合农药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的
门店实现农药、农资无死角质量安全管控。对不符
合农药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的门店将依法取缔。”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源头在用药。”莘
县县委书记张国洲表示，莘县通过一剂处方，遏
制了农药使用过程中多用、乱用现象，为创建全
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县打下了坚实基础。

王效力拿到我省首张新版农药经营许可证，成为莘县50多名农药处方大夫中的一员

农药“处方制”拧紧安全“瓶盖子”

□本报记者 姜言明 郑莉
本报通讯员 黄丽娟

“这种黑番茄很有滋味，而且番茄红素
是普通番茄的20倍，5月份第一批就能熟了。”
近日，在泰安市泰山区徐家楼街道大官庄村
的现代化种植大棚里，技术员李志超指着一
排排顺杆向上爬的番茄秧苗对记者说。

李志超告诉记者，与其他地方采摘棚相
比，这里的大棚处处有“门道”。高达5 . 4
米的大棚采用了棚中棚设计的双层半自动化
保温结构，顶部侧面有通风口，保证了棚内
的采光通风，且冬季无需加温。棚内一排排
作物全部采用无土栽培，在减少了病虫害发

生的同时提高了土地利用率，而且，作物浇
水加肥都采用半自动化滴灌技术，既节省了
人工成本，又能保证科学施肥灌溉。

“我们的无土栽培设施农业种植在全市
率先应用并投入批量生产，现在只有俩大棚，
但年底再来看，我们二期的6个大棚就都起来
了。”大官庄村党支部书记黄平新对于这种现
代化大棚的前景非常看好。这是该区在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中牢牢把握科技力量的缩影。

泰山区在农业发展中面临着总量小、耕
地少、空间受限的现实，如何因地制宜做好

“农”字文章，当地选择以现代科技作为乡村
振兴“新坐标”，提升农业特色化、精品化、品
牌化、效益化、信息化、生态化水平。

泰山区实施农业科技创新工程，发挥泰
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示范作用，加强与科研
院校的交流合作，大力推广新技术，提升农业
科技化水平，达到种植标准化、良种优质化、
基地建设现代化。

“之前种花菇对温湿度和通风把握不
准，产量不行，品相也上不去，今天正好让
专家给花菇‘把把脉’。”3月28日上午，泰山区
邱家店镇刘家疃村村民刘延新和周边的30余
位菌菇种植户，一同参加了该区科技局举办
的菌菇种植技术培训班，集中授课结束后，又
将该市农科院食用菌研究所的安秀荣所长请
到了自家大棚进行现场技术指导。

围绕农户种养殖技术提升，泰山区今年

将举办一系列农村实用技术培训，通过加快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和农业技术推广力度，该
区将建成集教育培训、规范管理、政策扶持
“三位一体”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以
及“专家+农业技术人员+科技示范户+辐射
带动户”的技术服务模式。

如今，泰山区打造了苗木花卉、泰山
茶、奶牛养殖、有机蔬菜四大特色产业品
牌，同时形成了以亚细亚、亚奥特、宝来利
来等企业为代表、辐射带动能力强的农业龙
头企业。据统计，目前全区规模以上农业企
业达到182家，其中国家级1家、省级4家，市
级以上重点龙头企业60家。

□通讯员 张建锋 单红媛
记 者 姜宏建 报道

本报莒县讯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
通报，莒县被评为全国财政管理工作先进
县，位列山东省获表彰的三个区县之首，并
获得中央财政奖励资金2000万元。据了解，
莒县坚持以思想大解放引领财政管理大革
新，在财政预算执行、国库库款管理、财政
资金统筹使用、盘活存量资金、预算公开等方
面求突破，积极支持新旧动能转换、乡村振

兴，有力地推动了县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用新理念打造财政管理新体系。莒县积

极构建“1+N”预算管理体系框架，制订《莒县
现代预算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及配档表，
明确改革任务和工作目标。先后出台多项制
度办法，筑牢现代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制度
基础，确保改革有序推进。同时建立健全定额
体系。针对公用经费定额偏低的情况，将部门
正常公用经费定额调整为公务费、交通费、工
会经费等5项综合定额，并适当提高标准，提

高后定额与单位开支基本适应，有效缩小了
预决算差距。规范资产配置，制定出台教育教
学、公共安全、食品、医疗、检验检测等专项领
域的资产配置标准，明确资产配置标准及使
用年限，摸清全县政府资产家底。去年，针对
全县古城建设、棚户区改造、部分单位搬迁处
置资产的现实情况，为部门单位调拨空调、办
公用品等资产734万元，为全县29处行政单位
调剂公务用车51台，实现了资产的虚拟“公务
仓”管理，优化了资源配置。

用新举措汇聚财政管理新成效。在税收
征管方面，强化征管部门和乡镇政府“两个
主体责任”，实行“挂图作战”，每月通报
收入完成情况，并定期召开收入调度会，及
时发现解决收入征管难题。用新模式助推财
政管理新提升。一方面，强化资金统筹新模
式。抓住预算编制“龙头”，将支出预算编
细、落实，将存量资金和增量资金统筹使
用，整合部门资金1 . 75亿元，集中用于脱贫
攻坚项目。另一方面，推进预算公开新模
式。以推进行政权力公开运行、打造阳光财
政为目标，在预决算公开及时性、完整性、
详细程度上狠下功夫。除涉密信息外，所有
使用财政资金安排的县直预算单位及20处乡
镇全部在县政府门户网站上统一格式，及时
公开。并将政府预决算全部细化到功能分类
项级科目，部门预决算公开到经济分类款级
科目，“三公”经费分项详细说明。

现代科技成乡村振兴“新坐标”
泰山区打造四大特色产业品牌，形成一批农业龙头企业

用新理念打造财政管理新体系
莒县成全国财政管理工作先进县

□记者 张晓帆
通讯员 慕晓彤 报道
本报青岛讯 “最近每天都有来报到的退休干部，有

老师、医生，也有机关单位退下来的老领导，这一报到我
才知道，原来我们社区还有这么多人才资源，今后的社区
群众工作可算有帮手了。”5月22日，青岛市李沧区楼山
街道翠湖社区党委书记兼居委会主任牟永旭说。

在牟永旭看来，老干部们经验丰富，有威望、有想
法，能为社区工作提供新的思路和参考。目前社区有11名
中小学优秀老教师报到，在征求大家意见后，他打算在社
区成立老干部宣讲团，为社区居民宣讲正能量。

李沧区有离退休干部2879人，如何将老干部们拧成一
股绳，为党的事业增添正能量，成为李沧区老干部局工作
转型发展的重中之重。为此，该区探索创新离退休干部到
居住地联系报到制度，由原单位组织离退休干部到所居住
社区开展联系报到，帮助社区进一步挖掘社区人才资源，
将有特长、有余力、有热心的老干部、老党员动员起来，
成为社区帮扶救助、文化宣传、治安巡逻、保护环境、文
史宣讲中的骨干力量。

□记者 王洪涛 通讯员 王金贵 报道
本报临沂讯 “一听见喇叭响，我们就把垃圾拿出来

扔到车上，非常方便。”5月11日上午，临沂市河东区兰
亭路沿街店铺老板姜霞对保洁员上门收垃圾连连称赞。不
远处，一位保洁员正开着一辆蓝白相间的垃圾压缩车，收
集沿街商铺的生活垃圾，垃圾车上配有一个广播喇叭、一
把铁锨。

“我每天的工作是收集兰亭路附近商铺的生活垃圾，
上午8点、下午2点各巡逻一趟。”保洁员李良山说。除了
垃圾清运车，几名保洁员还拿着扫帚和铲子在沿街死角捡
拾、清扫木屑、树叶、纸片等垃圾。“目前，我们投入20
万元，购入2辆垃圾压缩车，同时配备了30名保洁员，来
推行垃圾上门收集服务。下一步，我们会扩大规模，将车
辆增加到10辆。”东城环卫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书记王洪
晓说。

为从源头上治理乱扔乱倒生活垃圾现象，河东区决定
对中心城区市政道路两侧沿街店铺产生的生活垃圾实行上
门收集服务。“5月份，我们在兰亭路试点，6月份全区推
广，并长期保持。”河东区环境卫生管理处副主任孙昊润
介绍。

□记者 吕光社 赵德鑫
通讯员 霍学全 邱鹏翔 报道
本报鱼台讯 5月16日，记者从鱼台县获悉，今年鱼

台县专门列支1700万元，实施“鱼台大米”品牌提升项
目，让农户种好稻，不花一分钱。

眼下正是水稻育苗的黄金季节，记者在该县清河镇亿
乐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看到，10多名工人正在紧张有序地
进行机械育苗、摆盘。在这里打工的张明合家有6亩地，
今年他将土地交给合作社种植，从育苗到插秧还有病虫害
防治等，他不仅不用管，还能节省2400元的种植成本，并
能腾出时间到合作社打工，一月又能收入3000多元。

鱼台县实施绿色水稻发展战略，今年在9个水田区乡
镇建设59处绿色稻米生产基地，发展“五统一”绿色稻米
基地5万亩以上，重点打造王鲁示范园区、石集农场新品
种研发区、李阁农场稻虾共养区三大示范片区。为提高绿
色优质稻米生产基地建设积极性，县财政专门拿出1700万
元扶持资金，免费给予生产基地每亩稻种5公斤，每亩育
苗、插秧补助260元，农户不用花一分钱就能种上好稻，
并且基地的水稻育秧、插秧、收割实施全程机械化。同
时，对发展绿色稻米产业的合作社、种粮大户等新型农业
产业经营主体，集中连片土地流转面积达到300亩以上、
符合“五统一”生产标准的，每亩奖励100元。今年鱼台
重点种植圣稻18和金粳818两个品种。目前，种子已全部
发放到位，育苗至5月20日已全部结束。

1700万元扶持提升

“鱼台大米”品牌

李沧区：搭平台激发

老干部释放正能量

河东区：生活垃圾

直接上门收集

□蒋鑫 报道
莘县效力农资有限公司负责

人王效力正在记录购药者口述的
蔬菜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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