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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深秋时节，寿光市田柳镇文化路西头的
农田里，一片蔬菜大棚正拔地而起。这是寿
光金投集团投资建设的现代农业创新创业示
范园。

据介绍，该园区总规划1500亩，建设冬
暖式大棚115个，4000平方米的智能温室2
个，配套建设农资超市、检测中心、培训中
心、蔬菜交易市场等为农服务设施。

记者在园区看到，大棚采用统一标准修
建，土墙体已全部完成建设，钢结构支架也
已全部完成，工人们正在平整地面，还有几
辆铲车在清理多余的沙土。

“示范园区还建设了排涝系统，排涝沟
总体方向为自东向西，由南向北，大棚前面

的明渠通过自流或者强排进入涝水排支沟，
然后流入干沟。支沟和干沟是暗渠，最后汇
入附近的张僧河。”该项目负责人韩全志
说，园区建设坚持高标准、高效能推进，完
善水、电、路、网、渠等基础配套设施。

目前，该园区项目主体工程建设完毕，
冬暖棚主体安装完立柱，准备进入覆膜阶段，
智能温室主体进入安装阶段，园区道路及排
水设施正在施工，预计10月30日之前完成安
装覆膜工程，11月20日前完成供水管网工程
和供电工程，所有工程完工之后投入使用。

田柳镇西青村村民王有志已经与园区签
订协议，租种了其中一个大棚。“如果我们
自己建，没有合适的地方。租种很合适，离
家也不远。”王有志说。

在上口镇标准化蔬菜生产示范区，数十

辆大型机械正在作业。据了解，该园区由寿
光农发集团旗下子公司惠科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投资运营。园区规划建设面积5000亩以
上，预计投资2亿元。其中，南邵一村示范
区占地600亩，规划建设大棚68个，预计总投
资4000万元。

目前，南邵一村大棚园区55个大棚拆迁
并平整完成，垃圾处理完毕，园区建设队伍
招标完成，冬暖棚8栋开槽完成。占地270亩
的贾王南邵大棚园区26个高温棚已拆除并平
整完成，园区建设队伍招标完成，已按照规
划放线。

寿光市供俄罗斯蔬菜生产基地位于营里
镇，总规划10000亩，主要建设品质蔬菜示范
园、对俄出口基地、休闲采摘园、植物园等。
目前，正在施工中的193个大棚，已经有48个棚

定植，80个棚墙体已经建设完成。
据寿光市农业局局长张茂海介绍，为加

大恢复农业生产力度，推进蔬菜产业转型升
级，寿光规划建设丹河蔬菜产业提标增效示
范区、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试验示范推广
基地、寿光市供俄罗斯蔬菜生产基地、田柳现
代农业创新创业示范园、寿光市智能化蔬菜
大棚示范园区、纪台设施农业试验示范区、上
口标准化蔬菜生产示范区等7个蔬菜大棚重
点园区。这些园区大棚均配备自动温控、水肥
一体化等物联网装备，高标准建设沟、路、渠
等基础配套设施，确保排灌自如、雨住水退。

“7个蔬菜大棚重点园区建成后，将逐
步改变寿光以前农户分散种植、各自为战的
局面，推动全市农业向规模化、品牌化、专
业化转变。”张茂海说。

加大恢复农业生产力度 推进蔬菜产业转型升级

寿光7个大棚重点园区拔地而起

□记者 马景阳
通讯员 其宁 文彬 徐慧 报道
本报淄博讯 10月14日是周日，可是淄

博市博山区博山镇上瓦泉村的“刘老师”仍
然格外忙活。一大早，他就钻进草莓大棚，
手把手地指导村民管理刚种植不久的草莓。

村民口中的这位“刘老师”名叫刘庆
忠，是上瓦泉村村民，今年49岁。他不但是
本村草莓种植的专家，邻近村的老百姓也都
争着请他去指导。而在十年前，他还是村里数
得着的贫困户。

刘庆忠说，让他改变命运的，是村里的党
支部书记王金成，王金成是他的“老师”。“十
年前，忙活一年都挣不上2000元，日子不好
过。后来，村里改变传统种植模式，大力发展
草莓、韭菜等特色农业种植，王金成书记找到
我，给我鼓劲，并一点一滴教我种植技术。”刘
庆忠说，那时王金成不仅是村里的当家人、农
业改革发展的领路人，还是响当当的技术“大
拿”，种、管、养等样样精通。

经过几年的种植实践，刘庆忠又摸索出
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种植经验，不仅种植技术
突飞猛进，种植收入也大幅提升。去年，他的
11亩有机黄桃和一个有机草莓大棚，净挣了
12万元。这个没啥文化的贫困户摇身一变，成

了远近闻名的“刘老师”。
从“王老师”到“刘老师”，这些“土专家”

们成了农业种植的表率，引领着农业发展。王
金成说，村里原来每月组织一次农技培训，后

来在村民的提议下，改成每月两次。现在，上
瓦泉村已从一个以传统种植业为主、年人均
收入仅千元的“省级贫困村”，发展到2017年
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106万元、村民人均收入
1 . 9万元的富裕村。

乡村越来越好，回乡“大展身手”的年轻
人也越来越多。“目前，博山镇已认定新型职
业农民118人。他们有技术、懂营销、会管理，
下得了田、上得了网，‘含金量’非常高，致富
带动力非常强。”博山镇党委书记孙雪红说。
近年来，博山镇以技术为支撑，全镇现代高效
农业进程不断加快，高效农业在全镇农业总
产值中占比达到45%。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博山区先后组织
实施了“有机农业人才支撑计划”“智力回归
计划”等重点人才工作项目，开展了“青年创
新创业之星”“十佳新农人”评选活动，涌现出
了一大批乡村致富能人、返乡创业典型。目
前，全区登记在册的乡村人才共2485人，被认
定的新型职业农民411人。

“现在农村有大批农业实用人才，他们被
誉为‘土专家’‘田秀才’，把他们的作用发挥
好，把他们的能量放大好，就会汇聚起脱贫奔
康、乡村振兴的磅礴力量。”博山区委书记刘
忠远说。

农村实用人才助推乡村振兴

博山：“土专家”变身新型职业农民

□巩克芳 徐慧 报道
博山镇上瓦泉村“土专家”刘庆忠(右)在指导乡亲进行草莓种植管理。

□记者 王洪涛 通讯员 张光明 报道
本报临沂讯 制订“企业家发展领航”计划，对1000

多人次企业管理人员实施精准培训；加大人才引进培育力
度，鼓励支持企业建立技术创新平台体系……今年以来，
临沂市兰山区以人才体制机制创新为动力，加大培养引进
力度，为促进全区新旧动能转换提供有力支撑。

兰山区经信局把今年确定为“人才工程建设增效
年”，把企业人才队伍建设作为增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
素，制订“企业家发展领航”计划，对全区重点企业的中高层
技术管理人才做到精准培训全覆盖，累计受益人员达1000
余人次。鼓励支持企业建立以企业技术中心为支撑的技术
创新平台体系，引导行业重点企业加快对接职业经理人市
场，借势“千人计划”“万人计划”等高层次人才培育计划，支
持帮助企业引进一批急需的创新创业高层次人才(团队)。

千名企管人员受益兰山

企业家发展领航计划

□记者 彭辉 通讯员 王晓根 报道
本报威海讯 10月15日，山东交通学院海洋信息技术

研究院在威海南海新区举行揭牌仪式，同时山东交通学院
与南海新区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人才交流与培
训、发展规划与决策咨询、平台共建、大学生创新创业孵
化及科技研发等方面加强合作。

山东交通学院海洋信息技术研究院由山东交通学院与
南海新区联合武汉理工大学、交通部水运科学院、大连海事
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等单位共同建设。研究院选址
于威海南海新区区域科技支撑转化平台——— 北京高科威海
科创城。此前，威海南海新区已引进北交大（威海）、中
铝大学、北交罗彻斯特理工学院、北交兰卡斯特学院等4
所国内外大学，并积极推进仁川大学威海研究院、仁川大
学威海校区落地。为充分发挥强大的高校资源优势，南海
新区积极搭建起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蓝色创业谷、国家
级众创空间智谷咖啡以及华山金屿双创孵化产业园等创新
创业平台，不断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

第五所高校落户

威海南海新区

□王兆锋 曹原 报道
本报临清讯 “讲党员故事、树身边典型、推先进经验，

欢迎收看《党建故事会》……”10月15日晚，临清市老赵庄镇
姚里庄村党支部书记邢福广，在家里收看临清市电视台综
合频道播出的《党建故事会》。他说：“这个节目播出的党员
事迹感人、接地气，对做好村里工作很有启发。”

7月1日起，临清市推出一档党建类专题电视栏目《党建
故事会》。栏目包含“楷模”“旗帜”“人才”“初心”“青年党员
行动计划”五个板块，全年计划拍摄52期，每周宣传报道一
个党员典型事迹或基层党组织党建工作经验。目前，《党建
故事会》节目已经拍摄12期，除在临清电视台、临清党建频
道、临清广播电台等传统媒体播出外，还在智慧临清手机
APP和临清党建、临清政务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媒体同步播
出，在全市广大党员群众中引起广泛关注。

临清《党建故事会》

每周有约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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