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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田 李贵波 白淑敏 报道
本报阳谷讯 阳谷县寿张镇闫集村属聊城市扶

贫攻坚金堤河片区，省定贫困村。省卫计委驻村
“第一书记”刘志涛同村“两委”一班人通过整合
土地资产等措施，帮助村集体增收近10万元，走出
一条富民强村之路。

荒地改造搞养殖，变废为宝增收益。闫集村西
北有处约19亩地的废弃窑场，长年闲置。2017年2
月刘志涛来到后，利用省帮扶项目资金，为村里更
换大功率变压器，为窑场接通自来水，修筑水泥
路，村里又将19亩地按每亩800元的价格租赁给4家
养殖户，每年为村集体带来1 . 52万元收益。

面积达数百亩的核桃园曾是闫集村村民的骄
傲，但因种植效益不好，目前尚存核桃林56亩、核
桃树527棵，经林业部门认定为聊城市重点保护珍
贵树种群，被列为阳谷县“古树名木后续资源”。
找准病根，刘志涛依托山东乡村广播宣传，前来观
赏采摘、洽谈收购的客商增多，承包户当年上交村
集体承包费达2 . 6万元。

增地存量搞种植，互帮互助合作兴。长期以来由
于果树培植取土，在闫集村果园周边形成约115亩低
洼地，雨季成灾。为此，他们通过修建水利设施，使积
水问题得到有效治理，之后采取租赁方式，承包给村
民冯光旭，成立“阳光合作社”进行蔬菜种植。合作社
运转良好，不但如期交付村集体租金5 . 75万元，还义
务捐资4000元，帮助村开展公益活动。

盘活土地资源

壮大集体经济

□ 李梦 肖会 杨浩 李玉格

“水肥一体系统省时省力、智能精准，改变
了大水漫灌的传统管理方式，实现了果蔬种植
的精准给养，从根本上打破了集约化种植的管
理瓶颈。今年，这茬香瓜亩均收入已超3万元，是
普通大棚收入两倍。”6月10日，在莘县魏庄镇西
江店村，村民冯永芝对记者说。

冯永芝所说的水肥一体系统，就是在“2017
首届全国‘互联网+’现代农业新技术和新农民
创业创新博览会”上，受到广泛关注的现代农业

“智慧农业”管理系统，由山东莘沃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辛世杰团队自主研发。系统具有自动监
测、预警及水肥一体化灌溉控制功能，可以通过
农业物联网对温室内土壤、小气候、水肥等环境
要素实时在线监测，建立作物病虫害预警模型、
建立防霜冻预警模型，同时对灌溉控制和水、
肥、药的施加提供决策指导，优化作物生产管
理，提高作物产量和品质。

32岁的辛世杰，是2012年毕业于上海交通
大学的研究生，曾就职于上海一家知名智能软
件开发企业。2015年10月，由于工作需要，辛世
杰多次来莘县勘察调研，被素有“中国蔬菜第一
县”之称的莘县瓜菜种植环境和发展前景吸引。
2016年10月，他毅然放弃原企业的优厚待遇，来
莘县创业，并投资入股创建了专注果蔬种植技
术集成的山东莘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围绕着

“科技、智能、快捷、环保”的现代农业理念，他瞄
准世界先进的水肥一体化管理系统，开始了自
主研发的艰难跋涉。

“水肥一体化，是灌溉与施肥融为一体的农

业新技术，涉及农田灌溉、作物栽培和土壤耕作
等多方面。它包括精密的数据分析系统、精准指
令系统、精确的滴灌系统、精细的施肥系统，省
肥节水、省工省力、减轻病害、增产高效，改善品
质。在当今世界，以色列、荷兰的技术最为成熟，
但引进一套完整设备装置需要17万元人民币，
我们自主研发的系统仅仅7万元，大大降低了现
代化种植的成本投入。”辛世杰告诉记者。

在山东莘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产业园区，
记者看到27座现代化高智能恒温大棚种植着黄
瓜、西红柿、青椒等不同品种的蔬菜，占地85亩
的产业园区只有潘世亮和赵海忠两名管理人
员。“所有的数据经过云计算的大数据分析，通
过中枢系统将指令传输到手机APP软件上。接
到提醒，你只要打开手机，按下确认键，一切就
都是自动化操作了。比如外面气温骤降，指令中
枢通过手机传达指令，蔬菜大棚上的自动系统
就会放下御寒卷帘，根本不需要人工操作。水、
肥，空气，干湿度，都是如此。”采访中，赵海忠拿
出手机为记者现场演示。

辛世杰以自己的影响力，引进人才，吸纳精
英，逐渐建立起30人团队，涉及工业自动化、植
物营养、计算机、IT、农业水利工程等十几个专
业。36岁的工程师邹良磊，是水肥一体化自动化
灌溉的设计师。他成功将工业自动中控系统植
入农田管理，打破了水肥一体化中控瓶颈。他毕
业于山东建筑学院，专业是工业自动化控制。

“农业灌溉供给需要考虑土壤、施肥、空气
和诸多因素，单一化的自动中控很难达到要求，
我们结合农田水利特点积累数据，经过上百次
的失败后，攻克了水肥一体化瓶颈问题。通过先

进的科技、管理、经营理念，一定会将农民变为
十指不沾泥的时尚职业。”邹良磊对记者说。

“原来的棚是靠天吃饭，又小又矮。现在挂
棉被的钢架结构棚，还都是智能的，有了大棚基

地、自动卷帘机、水肥一体化以及物联网设备，
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将一去不复返！”说起水肥
一体化带来的变化，燕塔街道田花园村村民张
世举赞不绝口。

大数据分析智能调配水肥供给，让新型职业农民“十指不沾泥”

一部手机轻松管理27座蔬菜大棚

□孙亚飞 王运兰 李玉格 报道
本报莘县讯 “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生活美

起来、百姓富起来……”每天晚上8点，莘县燕塔
街道肖屯村都传出阵阵动人的旋律，伴随着优美的
旋律，村民们跳起了广场舞。“以往天一黑，家家
户户都关门闭户了，现在吃了饭我们都要准时来跳
广场舞，邻居之间拉拉家常关系比以前也更加亲密
了。”肖屯村村民刘雪丽谈到如今丰富多彩的夜生
活，笑得合不拢嘴。

这只是燕塔街道开展文化扶贫的一部分。2018
年以来，燕塔街道围绕文化扶贫作文章，不断激发
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让文化力量成为精
准扶贫的加速器。

近年来，燕塔街道以脱贫攻坚为载体，纵深推进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全面完成44个村“村村响”
和“文化站网络教程”任务。街道还累计投入15余万
元，为14个村（社区）配置了农家书屋，投放图书和报
刊10万册。此外，燕塔街道利用农家书屋，为群众学
习致富技能提供平台。群众有时间就到农家书屋借
阅大棚、瓜果、苗木、花卉种植技术等书籍，该街道在
今年上半年还在重点贫困村开展了15次产业带动脱
贫座谈会。

文化力量

助力精准脱贫□赵玉国 高田 报道
6月12日，茌平县贾寨镇大红冠林果专业合作社社员李华（左）、温淑莲夫妇在采摘珍

珠油杏。该合作社已发展社员50多户，流转土地300余亩，种植特色水果，带动群众致富。

□记者 高田 通讯员 王德周 报道
本报聊城讯 聊城高新区纪工委在来信、

来访、来电、网络举报等较为传统的检举方式
上又新增了微信举报。今年3月下旬，聊城高
新区纪工委开通了“四风拍拍”微信公众号，
设置了四风问题举报平台，群众看到身边的党
员干部违纪问题，通过手机拍照取证可以第一
时间发送至举报平台。

聊城高新区九州街道张庄村党员李建磊指
着手机上关注的“四风拍拍”公众号说，这个举
报平台很好操作，打开微信，扫描二维码关注

“四风拍拍”公众号，点击“四风举报—我要举

报”就能对所发现的举报内容进行实名或匿名
举报。

为了方便群众监督，聊城高新区纪工委在
今年三月份，将一万两千份《聊城高新区“四风
拍拍”公众号明白纸》张贴在了辖区的村庄、社
区和人流量较大地方，方便群众及时关注。李建
磊所在的张庄村前几天刚刚完成了拆迁，他说
有了监督，村干部权利运行就有了制约。“以往
村庄拆迁，随意找几个工程队就把垃圾清运走
了，村民有意见也不知道怎么提，现在我们村清
运垃圾，村里组织招投标，中标的工程队负责清
运，即使是本村的村民想揽工程，打招呼也不好

使。有了监督，村组织运行更加规范，村民也更
加信任村干部队伍。”李建磊说。

张肖是长江路社区副主任，作为一名年轻
的社区干部，他体验到了“四风拍拍”的监督
威力，“四风拍拍宣传纸就贴在社区办公地
点，来办事的居民随手一关注就是一双监督的
眼睛，每位干部都严格自律，不敢掉以轻心，
尤其是在容易出问题的公务接待、为民服务等
方面更为严谨。”

聊城市高新区纪工委“四风拍拍”监督员
李明明在查看“四风拍拍”平台反馈问题时，
看到有群众通过手机客户端实名反映九州街道

某村党支部书记赵某在城区饭店违规公款吃喝
的问题，根据反映图片和文字描述看，较为详
实。李明明向党风室负责人魏佩佩汇报了有关
线索，紧跟着初核、落实、快查、快结，3日
内，工作人员就将反映的相关问题情况和初步
处理建议通过平台向实名举报人回复，受到举
报人的点赞。

自3月下旬“四风拍拍”推出以来，高新区纪
工委短短2个月就收到11条有关举报线索，速转
速查速结9件，其中，查实8件，不属实问题1件，
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案件2件，约谈提醒
9人、预警提醒8件，纠错整改5件。

“四风拍拍”让每名群众都是监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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