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入有保障 温暖过大年
——— 寿光春节见闻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杨国胜

2月8日，农历大年初四，寿光市洛城街道
冯家尧河村村民李友堂在大棚内摘黄瓜。“想
都没有想到，现在大棚收入和去年这个时候
持平。”李友堂说。

李友堂一家人“玩着”三个温室大棚，分
别种着黄瓜、丝瓜和尖椒。截至目前，黄瓜大
棚已经收入9万多元，丝瓜6万多元，尖椒刚刚
上市，也有1万多元收入。

在2018年的洪灾中，冯家尧河村有135个
大棚部分倒塌，41个严重倒塌需要重建。当
时，李友堂家已经定植苗子的三个大棚全部
进水，均需整修。大棚进水2米深，李友堂觉得
收成没有指望了。

但水很快排完了，大棚加固修复了，苗子
种上了。“上级部门帮助，我们积极自救，大棚
及时恢复生产。”李友堂说。

寿光2018年受灾大棚达10 . 67万个，至今
已有10 . 07万个受灾大棚恢复生产。目前气温
高蔬菜生产好，蔬菜产量和往年持平。

收入和去年同期持平

李友堂的大棚建于1998年，已经老化。灾
后，他花了17万元，把大棚骨架从竹架构改为
钢结构。随后，重新定植了种苗。“党委政府帮
着联系了苗场，让我们及时订购了种苗，寿光
市委市政府安排了农业技术专家进行指导。

现在大家对今年丰收很有信心。”李友堂说。
冯家尧河村党支部书记杨万友说：“目前

村内大棚全部修复，并且卖菜了。今年蔬菜价
格比较好，种植晚的也有1万多元的收入，早
的一个大棚收入三四万元了。”

距离冯家尧河村南不远处，寿光市丹河
蔬菜产业提标增效示范园区正在建设。“洪灾
带给我们很多反思。增加百姓的收入，不能光
靠卖大路菜，而是要提升蔬菜质量，更要走园
区化、品牌化道路。这是我们尝试去做的事。”
洛城街道富士街片区党总支书记来延辉说。

寿光市积极引导各受灾镇街规划建设重
点蔬菜园区18个。不少大棚建好后以低于市
场价格租赁给大棚倒塌后无力建设的受灾农
户，优惠差额部分由市财政据实等额补助。

贴息贷款助力大棚重建

2月7日一早，纪台镇宋家庄子村47岁的
范成杰卖掉1500斤丝瓜，每斤约5元。这是范成
杰灾后第一次采摘丝瓜，随后丝瓜就进入丰
产期。洪灾中，她家的三个大棚2个受灾倒塌，
重建大棚需要10多万元。

“没用我们去跑银行，办理贷款的人员就
来到村里，给我们贷了5万元，顺利建起大
棚。”范成杰说。

范成杰的贷款享受了寿光灾后重建贷款
政策，顺利建好了新棚。虽然比往年收成晚一
点，但丝瓜价格好，收入也不差。当天，卖完丝

瓜，范成杰才去看望亲戚。“大棚有收成，走亲
戚也带劲。”范成杰说。

寿光对蔬菜大棚贷款、农牧渔业恢复生
产贷款、农房重建贷款及盐田贷款，各级财政
给予80%的贴息，贴息期限3年，其中省市财政
各承担40%，个人承担20%，个人承担部分在还
本付息后给予返还。

洪灾中，纪台镇72个村的3万个大棚均有
进水。“正是各级党委政府的政策科学合理，
目前，全镇大棚恢复正常生产，百姓生产生活
有序。”纪台镇党委书记刘玉玲说。

菜农、银行担心的担保问题，由山东省农
业发展信贷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给予贷款担
保，执行1%的担保费率，担保费用全部由省级
及以上财政承担。

“我们受灾户可不用拿担保费，贷款利息
还上后还给返还，政策特别好。”范成杰说。

寿光市金融办主任张宏雨说：“目前，灾
后寿光累计完成建档立卡6233户，申请贷款
金额108089万元。累计完成授信5109户，授信
金额65542万元。省农担公司累计完成担保
3147户，担保金额47865万元。”

李友堂也获得贷款授信，家中积蓄足够，
就没有办理贷款。

沟渠专人管，低保过冬暖

李友堂的两个大棚紧邻308国道，308国道
两侧都建设有标准的排水沟。大棚区内都有

支管通往排水沟。“有了这些排水沟，有了大
水可以往外排，我们种菜更踏实。”李友堂说。

杨万友担任着冯家尧河村沟渠的“沟渠
长”。“新的排涝设施设置了排水沟、支管和干
管，支管直径都要1米以上，支管通过干管排
到北边的丹河去。”杨万友说。

这次寿光水灾，由于农田排涝系统功能
近年逐渐退化，导致村庄大棚积水严重。寿光
着眼长远，创新实施沟渠长制全面打通河道

“毛细血管”。
寿光市水利局局长黄树忠说，全市范围内

之前未列入河长制管理的防洪除涝骨干水网及
大棚区排涝工程干沟支渠等全部纳入河长制体
系内，全面建立镇、村两级沟渠长体系,全市设立
了镇级沟渠长75名、村级沟渠长337名。

2月7日，大年初三，寿光飘起了雪花，室
外温度低至零下7度。但纪台镇冉家村低保户
牟树森家，政府给购置的炉子炉火正旺。水灾
让牟树森家房子成为危房，政府给建好了新
房。“天气快要变冷时，村里镇上就给发了被
子褥子。过冬又给发了米面油，还给生上炉
子。”牟树森说。

寿光市民政局社会救助科科长李炳帅
说，为做好灾区冬春救助温暖过冬工作，民政
部门联合村镇梳理出困难群众共计4414人，
全部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救助。

“每一户都要走好几遍，确保万无一失。
其中无自理能力的民政部门专门雇人给生炉
子，保证温暖过冬。”李炳帅说。

□本报记者 彭辉
本报通讯员 王嘉 姜俏俏

2月5日是年初一，乳山市诸往镇下石硼
村“翠花的家”里，传来阵阵笑声。这是村民乔
翠花的家，农家乐招牌就是“翠花的家”。

10多平方米的热炕上摆满了各式干果鲜
果，五六个街坊邻居们围坐在一起聊着家常，
主人乔翠花热情地招呼大家。

“翠花，今年这野生的擀杖茶叶子明年还
要不？”

“有多少要多少！好多来村里玩的外地游
客点名要带走，炒制好的擀杖叶茶，城里能卖
好几百元一斤呢。清明节就能采摘了，那时候
正是游客多的时候，大伙儿有货尽管送来。”
乔翠花急忙回道。

“翠花的家”是下石硼村的第一家农家
乐，开办两年多的时间里，62岁的乔翠花和老
伴在自家两间平房和一个院子里接待了3000
多名游客。

“这几年村里修山路、清河道、建民宿，环
境越来越好。沾了红色旅游的光，每天进山的
车跟赶集一样。去年十一当天，我看你们一家
农家乐就接待了六七十人，其他几家生意也
都不错。”乔翠花一旁的邻居说。

“是啊！去年接待的游客比前年翻了一番，
从没这么忙活过。以前咱山里人除了农忙，全是
打发不完的闲日子，没事天天在村口数着日头
一升一落。”乔翠花笑道，“今年，村里还要成立
旅游公司，对咱们小农户的农家乐进行统一包
装，为游客提供更好的吃住条件。”

“忙也乐呵！今年村里的大山蜂蜜销得也

不错，七千多斤的蜂蜜没到年底就售空了。”乔
翠花老伴接过话茬，村里蜜蜂谷养的土蜂蜜，也
成了“抢手货”，游客们除了来旅游捎带，还通过
手机网络购买，不少人成了回头客。

随着引进大山的网络不断升级，乔翠花
老伴的智能手机用得越发熟练，除了联系客
户，更时刻关注着山外的事，闲时他还爱拍拍
山里的风景，把村里现存的秘密医院、兵工
厂、印钞厂、被服厂、胶东公学、党员秘密联络
点等红色遗址以及红色故事，分享给山外的
朋友。

下石硼村深藏在乳山市西北部马石山群
山腹地，近几年，乳山启动了红色沿线振兴工
程，将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与美丽乡村建设
同步规划，在红色沿线村庄开展道路铺装、给
排水、绿化亮化、河道清淤及景观提升等工

程，配套建设乡村记忆馆、游客接待中心，鼓
励农户开办农家乐，大力发展樱桃、桃子等特
色农业种植，发展红色文化游、休闲采摘游、
乡村体验游等项目。下石硼、东尚山、田家村、
井乔家等一批“红色沿线”村庄搭上了乡村振
兴的快车。

“听说，村里还要打造‘石硼人家’品牌，
咱山里的蜂蜜、板栗、樱桃、小米等都统一包
装、销售。到时候，上万斤蜂蜜我看还不够
卖。”乔翠花老伴说。

“咱明年打响了品牌，物流就更方便了，
村里的土货要进城，网上的商品也要进村，让
山里山外的商品交流活起来。”乔翠花说，“大
伙都尝尝，这开心果、巴旦木、葡萄干都是网
上置办的，不用下山就能买齐，方便又实惠！”

欢声笑语中，石硼人家迎来新的一年！

“翠花的家”里笑声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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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环泽 通讯员 宋伟 报道
本报枣庄讯 “欢迎同学们走进八路军抱犊崮抗

日纪念园，这里曾是罗荣桓、粟裕、郭子化等老一辈革
命家战斗过的地方……”2月11日，山亭区八路军抱犊
崮抗日纪念园观光学习的游人络绎不绝。换上军装，戴
上军帽，过一天八路军生活，满腔热血去体验、去学习，
寻觅革命先辈们传承下来的英勇精神。春节以来，该区
共接待省内及周边地区红色研学游团队2300余人次。

在现场，游客可体验民主选举“豆选法”，观看红色演
出，演唱革命歌曲，用红色精神陶冶情操。“我们如今过上
了幸福生活，而那段红色的峥嵘历史，可决不能忘记。”来
自新泰市汶城中学的校长牛宝华在研学现场对队员们鼓
励，“通过此次研学活动，要牢记历史、珍惜现在，努力学
习、报效祖国。”

徜徉在红色历史展馆中，通过聆听、提问、讨论学
习，不仅了解了红色历史，更可体验到革命先辈的生活
不易。杂粮煎饼、窝窝头，老咸菜、地瓜粥、清水白菜、酱
豆子……这些从历史深处走来的“忆苦思甜饭”深受游
客喜爱。大家品尝着这些粗茶淡饭，更加深刻地体会到
革命先辈们当年的生活之苦，珍惜当下幸福的生活。

山亭区抱犊崮、熊耳山、八路军抱犊崮抗日纪念园
三大景区，作为全省“行走齐鲁”中小学生研学旅行教
育实践活动基地，目前已研发九大研学旅行课程，培养
出了七名中级研学导师，在积极探索中将红色精神不
断发扬光大。

山亭：新春火了研学游

□记者 张忠德 报道
本报青岛讯 记者从2月13日召开的青岛开发区

“奋战新平台、攻坚再提速”动员大会上了解到，青
岛开发区年内将实现全力推进100个重点项目和100项
重点工作的“双百”工作目标，并出台了《关于进一
步激励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的办法》和《青岛经济技术
开发区“奋战新平台、攻坚再提速”工作方案》。

2019年，青岛开发区将重点培育总部经济、智能
制造、现代服务业和高端研发机构等业态，全年完成
签约注册项目30个以上，其中亿元以上项目不少于20
个；实施项目挂图作战，推动总投资275亿元的35个
重点产业项目建设；持续开展“千企招商大走访”活
动，年内走访世界500强及国内外龙头企业70家以
上，走访区内企业100家以上，因“企”适宜，探索
股权变更、项目嫁接、技术合作等方式，引导帮助企
业盘活资源、增资扩产、技术革新，提升项目发展活
力和发展质量。

青岛开发区
亮出“双百”工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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