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通讯员 张大东
本 报 记 者 张环泽

“村里对山林重新承包，听到大喇叭的广
播，我第一个去摁了红手印。”2月6日，枣庄市
峄城区榴园镇前湖村村民孙善臣，谈起承包
山林的事还是一脸喜悦。这份喜悦还得从一
个多月前当地开展的农村公共资源治理行动
说起。

前湖村有人口1100多人，村子不大却有
着近40年的桃树种植历史，大小山头有9座，
206国道横贯南北，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便
利的交通优势，给这个村带来了发展的先机。
部分村民将目标瞄向了山坡地，与平原相比
山坡产的桃子品相更好、口感更佳，销售自然
更胜一筹。但这一致富的“法宝”却只落在了6
户村民手中。

“40年前山上还只是些松树和洋槐树，砍
树回家烧火做饭成了常事，如何看护好山林

让人头疼，无奈找了6位老人划片看守。随着
经济的发展，靠山吃山的观念深入人心，这6
户村民大胆尝试种起了山地桃树，生活富了
起来。” 村支书孙华说，“6人管理9个山头越
来越感觉力不从心，其间也尝试重新进行划
片但效果并不理想。山林的老式管理方式愈
发显得不合理，要求重新发包的呼声也愈发
强烈。”

枣庄市委常委、峄城区委书记于玉告诉
记者，部分农村公共空间管理的长期“空档”，
致使大量公共资源流落到少数人手中，导致
村集体资产大量流失，严重影响了基层组织
的公信力，破坏了党的形象，损害了党群干群
关系。鉴于此，农村公共资源治理成为一项紧
迫的课题。去年12月10日，他们下发了《峄城
区公共资源共享行动实施方案》，对公共资源
治理进行全面动员部署。

在这样的背景下，具有优越条件的前湖
村的行动自然更快一步，他们召集党员大会、

村民代表大会对山林重新发包进行讨论，并
进行了广泛宣传发动。村会计孙超带着村民
对9座山头进行了重新测量、划界，并拿出了

《前湖村山林果林承包合同》。孙超说：“9座山
通过抓阄的形式承包给了36户村民，这其中
包括原来那6家老看山户。”村民苗传军的父
亲就是当时的看山户，山林看护的担子现在
落到了儿子的肩上。面对新的承包合同，苗传
军郑重地按下了红手印，他信心满满地说：

“村里成立了乡情甜桃种植专业合作社，让我
们这些承包山林的村民有了抱团抗风险的能
力，根本不用担心交租金的事。”打小就会烙
煎饼的村民李丽笑着告诉记者，去年经过培
训她已烙出了黄桃小米石磨煎饼，每斤售价
16元，今年又能大干一场了。

记者在36份按有红手印的承包合同上看
到，这份合同签订于今年1月1日，合同对山林
的坐落、面积、用途、承包期限、承包金、权利
义务及违约责任等进行了详细规定。孙超说：

“合同期限为10年，租金每年为1000元，三年一
交。”首次收取的108000元承包金目前已派上
了新用场，清理出了村南的河道，一部分淤泥
用作206国道两侧500余米的道路覆土绿化，另
有部分淤泥出售后购置了管道用于村子下水
道的铺设，改善村容村貌。

榴园镇副镇长张习东告诉记者，前湖村
只是他们进行公共资源治理的一例。牛山后、
张庄等6个村通过治理整理出荒山资源2000余
亩，龙泉庄村通过清理村南水库周围荒地拟
打造成集休闲、餐饮于一体的乡村游示范村，
北棠阴村、周庄村清理长期被占用的空地建
设了文体广场约2800平方米。

于玉说：“我们开展的公共资源治理重点
抓好了与镇域路域环境整治、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美丽乡村建设相结
合的文章，算好了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态四
笔账，使其真正发挥出综合效益，还公共空间

‘姓公不姓私’的社会属性。”

峄城开展农村公共资源治理

36个红手印见证山林资源共享

□本报记者 吕光社 王德琬
本报通讯员 范培倩 刘志刚

寒冬腊月里，一颗颗草莓在温室里鲜翠
欲滴，温暖的土壤给足了它们生长的活力。
村民们穿梭其中将成熟的果实采摘下来，卖
给前来采购的批发商，绿色与红色交织成收
获的喜悦，带给村民无限力量……眼前的这
一幕发生在济宁市任城区唐口街道大流店
村，这个以种植草莓远近闻名的村庄，草莓
种植年收入1200万元。

2月1日，大流店村党支部书记张美珠自
豪地说，“高品质、口感好”不仅让大流店草
莓畅销无阻，而且还载誉满满，在前不久举
办的第17届中国（建德）草莓文化旅游节上，
大流店村参选的白雪公主和章姬两个草莓
品种分获金奖和优秀奖。张美珠掏出手机给
村里的草莓种植户张德朋打了个电话，并告
诉记者，参赛的章姬出自张德朋的大棚。

正忙着接待采摘游客的张德朋见到记
者就打开了话匣子：“高品质、口感好的草莓
可不易得，需要不断地学习，多亏了村里建

起草莓学院，专家们定期来村里讲课。”张德
朋边说边用手指向村南边，那是村里为了尝
试草莓育苗而建起的育苗基地，在基地的一
隅有一处20余平方米的小木屋，墙体上标有

“草莓学院”几个大字。
张美珠说，2016年10月村里建起了“草莓

学院”，初衷是邀请专家们来给村里的草莓
种植户作定期培训，将草莓种植技术吃透，
以此带动更多的村民参与进来，做大草莓产
业，形成规模效应。目前，草莓学院聘请了青
岛农业大学、济宁农广校等专业院校的技术
人员来给农户上课，从施肥、喷药、下果到防
治等过程，技术人员在田间地头帮农户实地

“把脉开方”，每月固定授课两次。
“种草莓讲究技术，一开始真是丈二和

尚摸不着头脑。”张德朋是草莓学院的第一
批学生，当兵出身的张德朋退伍后当过煤矿
工人。张美珠有了在村里发展草莓产业的想
法后，就找到张德朋，鼓励他回乡创业。“张
美珠没当村党支部书记之前就种草莓，有着
丰富的种植经验，每年春节来采摘的游客络
绎不绝，一年能挣十几万元，市场前景特别

好。”
就这样，2016年5月，张德朋承包了村里

的3个大棚。当年9月22日，他将9000株苗子栽
种好，“可半个月后发现，部分苗子蔫了，根
部没有发出新根。”和张德朋一起承包大棚
的另外几户村民也遇到了同样情况，他们这
下可慌了，找到张美珠询问，张美珠之前从
未碰到过这种问题，既纳闷又焦急。就在村
民百思不得其解之时，10月中旬，在曲阜有
着40多年草莓种植经验的技术员孔祥里来
到草莓学院，张美珠带头询问“死棵”的问
题，孔祥里来到张德朋的草莓大棚，询问了
浇水施肥的频率、方式方法等。原来，张德朋
的草莓大棚是稻田改造的，地势低洼，易存
水；而他由于缺乏经验，仍然采用大水漫灌
的方式浇灌草莓，才造成了1000余株草莓苗

“死棵”。孔祥里建议村里建水泵站，及时抽
出多余的水。2017年9月份下苗后，张德朋的
草莓没有再出现“死棵”现象。

专业人才下村讲课，不仅传播种植知识和
经验，还解决了市场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张德
朋时时记得青岛农业大学姜卓俊教授的教诲，

“姜教授每次来都嘱咐大家一定不要使用膨大
剂，要施用有机肥，绿色有机才能永葆大流店
村草莓的金字招牌。”但购买有机肥的成本着
实高昂。张德朋说，每半个月要施用一次冲施
肥和养根肥，而每次一亩地要花费200元。草莓
学院的专家来村里讲课时，村民们普遍提到了
这个问题，沈阳农业大学教授雷家军建议村民
用大豆自行发酵EM菌，加上红糖等原料，制成
有机肥使用，这样发酵一次仅200元成本，一次
的量够4个大棚同时使用。

草莓学院把专家定期请进村，使人才和
乡村振兴事业无缝对接。在专家们的出谋划
策下，现在大流店村的草莓大棚已经发展到
103个，不仅与经销商合作批量回收草莓，还
将草莓与生态旅游结合起来。村里与顺丰快
递合作，将优质草莓直接高价发往深圳等大
城市，让“大流店草莓”品牌在深圳等城市逐
渐打响。大流店村还成立了济宁市驿路水乡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全权管理草莓种植产
业，统一育种、统一供苗、统一技术、统一包
装和销售。下一步村里还打算发展草莓干、
草莓酱、草莓茶等深加工产品。

村里建起草莓学院
催生103个草莓大棚，年收入过千万元

□本报记者 李广寅 本报通讯员 徐淑霞

农历大年三十早上，挺冷。25岁的王俊达和他的几名
“战友”站在果蔬大棚外分头给父母打个电话，然后按下大
棚的卷帘按钮钻进了棚。

“从小到大，头一回不能回家过年。父母来这里住了几
天刚回蒙阴老家。”离开大学校园刚几年，王俊达黝黑的脸
上已没有了书生气，一说到草莓便打开了话匣子，俨然农业
专家，“我们新农人社区里种出来的‘雪里香’草莓用的是以
色列基质做土壤，颗颗都是精品，果大、甜度高、无公
害……”“饺子来喽……”东营区史口镇劳家村党支部书记
商光彩端着热腾腾的水饺进了棚。“这是帮能吃苦的孩子！”
商光彩感慨地说。王俊达牵头创建的新农人社区在他们村
的蔬菜基地。

到村里就业，是王俊达在大学时就想好的。曾担任学生会
主席的他毕业后到一家农业企业干过两年人力资源工作，让
他有机会结识了很多农业产业领域的高端人才。2018年4月，他

“梦想的种子”发芽了：走进劳家村，在父母、同学帮助下建起
了“新农人”创业乐园———“探寻新农创业谷”，如今，这里已成
为葡萄错季生产、草莓立体种植免费示范推广基地；“劳家村

西菜园”品牌示范区；国家级产业融合示范点、山东省农业
标准化生产基地、首批中小学生社会实践基地……“我们的工
作重点就是引进、培育高端品种，成熟一个带领周边农户种植
一个，技术、收购等服务我们都会提供，以此来带动农业产业
标准化、高端化发展步伐。”王俊达说。

“新农人”
大棚里过大年

□本报记者 张海峰 本报通讯员 庞占英

1月27日清晨5点钟，天刚蒙蒙亮，禹城梁家镇冷家店社
区广场上已经热闹起来，社区的孩子及其家长共30多名村
民将从这里启程去北大、清华、中科院等参观学习。

小学生王雨馨兴奋地说：“我太想去北京啦，因为那里
有好多名牌大学，希望将来我也能考上那里。”

本次为期两天的北京科技行活动，“前方使者”是冷家
店走出去的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王
振波博士，他负责带孩子们到中国的最高学府和科技殿堂
北大、清华、中科院、国家天文台、中国科技馆等开阔眼界，
过程中还将与中科院的陆大道院士，赵令勋、李宝田等科学
家交流座谈，直接聆听他们的亲切教诲。

“后方支援”则是冷家店社区，社区为孩子和随行家长
提供了交通和食宿补贴。“孩子们能到北京高校和科研单位
学习，为成人成材打一个好的基础。”东店村党支部书记王
克元说。冷家店社区东店村是个再普通不过的鲁西北小村
庄,没有什么特殊的资源和地理优势,但十里八乡无人不知:
一个只有456口人的小村庄,近些年已培养出了6名博士生、6
名硕士生、22名本科生,是远近闻名的“博士村”。

这些村里走出去的高材生，两年前在当地党委政府的
倡议下，联合成立了“文化学堂”反哺桑梓，已多次举办多场
报告宣讲、科普教育等活动，参与群众上千人次，这次北京
科技行活动也是今年“文化学堂”一项重要安排。

禹城在外学子组建
“文化学堂”反哺桑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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