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张依盟 报道
本报济南6月12日讯 今天，全国消防宣传工作会议在济南召

开。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副局长琼色、罗永强出席会议并讲话，副
省长刘强到会致辞。

琼色要求，消防宣传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
思想工作的重要思想，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强
大动力，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营造良好的安全环境。

刘强在致辞中表示，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消防安全工作，始终
把消防宣传作为火灾防控的“第一关口”，要深入开展消防宣传“七
进”活动，不断扩大消防宣传覆盖面，切实提升消防宣传影响力，积
极构建覆盖城乡、连接“网上网下”的宽领域、立体化消防宣传体
系，注重突出消防宣传精准性，真正把“全民消防、生命至上”的理
念渗透到各行各业、千家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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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月，麦收季。

曾几何时，割小麦是庄稼人一年中最累的农活，“过一个麦季，脱一层皮”。然而如今，机械化收麦、土地托管、代耕耕

代种等方式给农民带来极大的便利，小麦新品种的种植更为农民丰收的喜悦增添一抹色彩。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要要让农

民成为乡村经济发展的主要获益者。在山东，一幅“风吹沃野收麦忙”的图画已经徐徐展开……

□记 者 杨国胜
通讯员 刘 杰 报道

本报潍坊6月12日讯 今天，计划总
投资38 . 5亿元，由广州俊富实业有限公司
与世界500强企业美国宝洁公司深度合作
的俊富“健康护理小镇”项目在潍坊高新
区正式开工奠基。项目投产达效后，预计
年可实现产值300亿元。作为潍坊高新区
今年“双招双引”重要成果之一，该项目
按照现代小镇的理念打造，积极建设多领

域、多板块的综合性园区，全力加快产城
融合发展、新旧动能转换。

广州俊富实业有限公司是国内卫生护
理非织造材料龙头企业，此次以健康护理
小镇为依托，与世界500强企业美国宝洁
公司，以及意大利TKW、瑞士欧瑞康等
国际行业领军企业开展深度合作，成为宝
洁公司“幻影”技术产品战略供应商，推
动卫生护理非织造材料产业迈向高端。同
时，着眼潍坊高新区良好的营商环境，广
州俊富实业有限公司全球总部将从广州迁
至潍坊高新区，以山东俊富总部生产基地
为运营核心，整合引进上下游产业链企业
20余家，打造智能制造、产业链集中配
套、自动仓储物流和电商平台，构建家
庭、老人、妇女、儿童、医疗五大板块为

一体的“潍坊健康护理小镇”。
“潍坊高新区‘店小二’式的服务，

精准对接我们企业需求，以及优良的营商
环境促成了项目的加快落地。”广州俊富
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民忠表示，公司在
“幻影”新材料技术方面将与美国宝洁公
司形成联合研发平台，已获得全球首家技
术授权，建设混合非织造技术全球首条产
业化生产线，研发生产世界领先的卫生产
品行业下一代创新型材料。

当前，“山东机会”越来越有吸引
力，“落户山东”成为更多海内外知名企
业的选择。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战场、
高新技术产业的主阵地，潍坊高新区紧紧
围绕全省“十强”产业，深入开展“七赛
七比”，大力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攻坚

“双招双引”“一号工程”，狠抓以商招
商、园区招商、资本招商、产业链招商、
社会化招商，新旧动能转换全面起势。今
年以来，先后赴北京、上海、苏州重点地
区精准招商73次，签约项目38个、总投资
312 . 9亿元，落地开工项目15个、总投资
224 . 5亿元。投资140亿元的潍柴新能源动
力产业园、投资100亿元的歌尔智能硬件
产业园等一批重点项目正在加快建设。同
时，依托骨干龙头企业，规划建设占地3
万亩的潍柴配套产业园，计划引进500家
以上供应商到潍坊配套建厂，全力打造万
亿级产业园。今年新引进的聚量集团潍坊
物联网产业园、国际大学创新联盟、北
斗·地理信息无人机产业园、诺一迈尔、
鑫精合、卡麦隆等项目正在顺利实施。

企业全球总部将迁至潍坊高新区，与美国宝洁公司合作聚力健康护理

300亿级健康护理小镇缘何落户潍坊

齐鲁飘麦香 沃野新气象

□ 本 报 记 者 毛鑫鑫
本报通讯员 朱振华

“喂，付瑞党，我们马上就割到你家
的麦子了，一会儿来给我们带个路啊。”

又到一年麦收时。近日，在枣庄市市
中区西王庄镇付刘耀村一片金黄的麦地
里，几台联合收割机在忙碌地穿梭作业。

“以前全家人在麦地里，割会儿就抬起头
来看看，心里总想着怎么还没割到头。”

“现在好了，机器收真是省事，再也不用
发愁了。”几个农民在地头上边聊天边
看着地里的热闹场景。

没过十分钟，村民付瑞党家的两亩
多小麦就收割完了，收割机把金灿灿的
麦粒“吐”到一辆中型三轮车上。付瑞党
骑着电动车在前边带路，把今年收获的
粮食“领”回了家。“土地托管以后，从耕
到收，基本不用自己操心，省钱省力。”付
瑞党说，自己在外面打工，每天能挣200
多元，这次麦收他只请了一天假。以前自
己收，得忙活上一个多星期。

给付瑞党打电话、收麦子、送粮食
的，都是枣庄富源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
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据了解，除了付刘
耀村，这家服务中心还托管了周边东王
庄、高庄等十几个村的8000多亩土地，截
至目前累计服务面积9万多亩。“这些村
一般会选择我们的耕、种、收半程托管服
务，村里有些种粮大户，我们会给他们提
供全程托管服务。”服务中心负责人付瑞
川说。

相比付瑞党，这个农忙时节还有更
轻松的，西王庄镇赵庄村的种粮大户赵
传恒就直接当起了“甩手掌柜”。“我把
300亩地全程托管给了富源服务中心，服
务费每亩地300多元，这比自己种能省
20%左右。收完小麦，他们还会负责用机
械烘干，帮我卖。”赵传恒说，托管以后最
重要的是让他省心地把钱赚了。而托管
以前，一到夏收他就忙着四处找收割机。

一次麦收经历让赵传恒记忆犹新。
眼看小麦就要成熟，他找了一个自己单
干的农机手帮他收割，可约好的时间一
拖再拖。直到预报天气有雨，农机手更是
直接把他抛到脑后，先去收割自家亲戚
的小麦了。那次，赵传恒种植的小麦因降
雨和大风造成倒伏，导致减产。

“现在可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服务中心一次给派出3辆收割机，我这
300亩地，大半天就给收完了。”赵传恒
说，今年的小麦每亩能产1200—1300斤，
比去年多100斤左右。而产能的增加，得
益于土地托管以后，服务中心在耕种管
理环节使用国家推广的深耕深松、“一
喷三防”等高产技术。

“就是这个大家伙，能深到地下近
30厘米，把深层的土壤翻上来，把上边
的土壤、作物秸秆覆下去，这样既能疏
松土壤，还能提高土壤的肥力，让小麦
生长的时候扎根更深、营养充足。”在服
务中心存放农业机械的仓库里，付瑞川
向记者介绍深耕机械。但农民自己耕地
时使用一些普通的机械翻地，耕层比较
浅，不利于小麦的播种和发育。

有效的植保也是小麦增产增收的重
要措施。付瑞川介绍，植保无人机喷洒农
药具有较高的均匀度，而且通过超快旋
飞速度的带动，能够翻转叶面喷洒到背
部，这些都是普通喷洒方式做不到的。

据省农业农村厅相关处室负责人介
绍，截至目前，山东农业生产服务托管面
积达到1 . 29亿亩次。我省正着力完善农
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支持各类为农服务
组织采取土地托管、代耕代种等方式，面
向小农户提供生产性服务。

庄稼托管，农民当起“甩手掌柜”

□ 本 报 记 者 王兆锋
本报通讯员 杨 静 赵考壮

黑麦熟了。
6月5日晚上下了一场大雨。6月6日

下午２时许，在菏泽市郓城县黄集镇郭庄
村，记者踩着泥泞，深一脚浅一脚来到荣
鑫种植专业合作社的黑麦田里。

烈日下，一株株黑麦笔直地站立着，
没有一株倒伏的。而在驱车前来的路上，
我们看到不少成片倒伏的小麦。

“今年小麦长势好，颗粒饱满，很快
就要收割了，亩产1000斤没问题，能比去
年增收300斤。”荣鑫种植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肖玉荣高兴地说。

与农民常种的小麦相比，黑小麦有
啥特点？“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收益高，而
且抗病、抗倒伏。”肖玉荣说，黑麦价格比
普通小麦要贵上三五毛钱，一亩地要多
收入300元—500元。除了卖原麦之外，肖
玉荣建起食品加工厂，开发出黑面条、黑

麦仁（打豆浆喝）等十几个系列产品。这
样下来，一亩黑麦每年能收入2500元左
右，远高于种普通小麦的收入。

肖玉荣和丈夫王希龙发起成立的荣
鑫种植专业合作社，已发展社员100多
户，种植黑色小麦1000多亩，实现了规模
种植。合作社采用了“七统一”的生产经
营模式：统一播种、统一耕作、统一管理、
统一加工、统一商标、统一销售、统一核
算。合作社还注册了“十亩田香”绿色农
产品品牌，在郓城，被首批授权使用好郓
来区域公用品牌。

“对这1000多亩黑小麦，合作社统一
供种、施肥、收割，降低了种植成本，增加
了效益。以购买麦种为例，农户个人买黑
麦种，每公斤需要15元左右，而合作社
买，每公斤只需要10元左右。仅此一项，
一亩地就节约成本100多元。”王希龙介
绍，合作社成员比当地农户普遍增收
20%左右。

种植黑小麦效益高，能不能大规模

推广呢？王希龙分析：“黑麦没有得到大
规模推广，一是农民对黑麦不了解，担心
管理、效益和销路，不敢种；二是黑麦磨
成面粉后，不好储存，时间一长，容易产
生‘哈喇味’。这就需要深加工及时跟上。
我们用石磨磨黑麦，能延长黑面的保质
期。三是消费者对黑麦有个接受过程，黑
麦产品的销售市场还没有很好地打开。”

在合作社的加工厂里，肖玉荣介绍
着黑麦系列产品，如数家珍。她说：“黑麦
系列产品，一开始打不开销路。我们选了
50名消费者，免费试吃了一个月。通过口
口相传，有了固定客户群，现在我的微信
群里有200多名固定客户。但是，客户还
是太少，如何让更多的人了解黑麦产品，
如何与市场有效对接，还得摸索着来。”

4月25日，第七届成都农博会开幕。
来自俄罗斯、西班牙、德国等30个国家和
地区的客商，90个国内代表团参展。十亩
田香黑小麦在农博会亮相，引起国内外
客商的关注，这给了肖玉荣很大的信心。

黑麦丰收，每亩多赚三五百块

全国消防宣传工作会议
在济南召开

□记者 张依盟 通讯员 滕世雷 报道
本报济南6月12日讯 今天，省公安厅部署全省公安机关开展服

务群众“找差距、查问题、补短板”活动，着力解决交通管理、规范
执法、服务管理、队伍管理等四大领域突出问题。全省公安机关要深
化道路交通运输秩序专项行动，深入开展执法“双清”专项行动，加
大突出信访问题清理整治，对未处警情和未结案件开展全面大清理、
大会诊，全方位清理旧案，直至清零。要规范公安机关权力清单、责
任清单和“一次办好”清单，做到同一事项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
理。要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带着感情做好服
务群众工作。

省公安厅部署开展服务群众专项活动

着力解决四大领域突出问题

□记者 方垒 通讯员 赵新 报道
本报济南6月12日讯 记者今日从省水利厅获悉，针对今年降水

持续偏少现状，我省强化统筹调度，科学抗旱供水，完成抗旱浇灌面
积3673万亩。

今年以来，我省降雨持续偏少，全省在田作物受旱面积一度达
603万亩，约占在田作物面积的7 . 4%，主要分布在威海、烟台、淄
博、潍坊、滨州、临沂六市。全省各地积极行动，累计投入抗旱劳力
160万人次，开动机电井8 . 8万眼、泵站612处，完成抗旱浇灌面积3673
万亩，有效满足了农业用水需求。

当前，我省已全面进入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气象水
文年景总体偏差，极端天气事件将呈多发态势，汛期降雨较常年偏
多，发生旱涝并存、旱涝急转的可能性较大；黄河下游降雨比常年略
偏多，如果降水发生在小浪底与花园口区间，将对我省黄河防洪造成
严重影响；淮河流域局部发生洪涝的可能性较大，受暴雨和台风影
响，沂蒙山区局部出现山洪地质灾害的概率增大；海河流域可能发生
局地暴雨洪水，防汛抗旱形势复杂严峻。

下一步，我省将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密切
监视雨情、水情、工情，科学做好洪水预报，及时组织会商研判。会
同有关部门完善预警发布工作机制，做好洪水和防范强降雨等预警信
息发布。组织指导各地依法依规、科学有效实施河道、水库、闸坝等
工程调度运行，充分发挥水利工程减灾兴利效益。监督各地严格执行
调度运用计划，严禁水库擅自超汛限水位运行。对小水库安全度汛工
作以“四不两直”方式开展暗访督查，对发现的问题坚决追责问责。

我省今年防汛抗旱

形势复杂严峻
已完成抗旱浇灌面积3673万亩

□ 本报记者 齐静

卢志英，又名卢涛，1905年11月8
日出生于山东省昌邑县望仙埠村一个贫
农家庭。幼年时，他读过私塾，后转入
昌邑县乙种蚕桑高级小学读书，终因家
境贫寒而辍学。

18岁时，卢志英离开父母到东北当
兵。在东北，他考入绥宁镇守使署军官
讲习所，毕业后分配到奉系东北军。第
一次国共合作开始后，南方革命形势的
发展吸引着他。卢志英毅然脱离军阀部
队，只身南下，寻求革命真理。

1925年，卢志英先后到达河南郑州、
洛阳，进入洛阳陆军训练处任队长。他与
南汉宸、赵惠塵等共产党员朝夕相处，接
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由刘仲华等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7
月，北伐战争开始，卢志英奉命去甘肃开展军运工作。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卢志英受党组织指示，化名卢涛，到陕西
关中一带从事军运工作，因在驻军中策动士兵起义，不幸被捕。后经共
产党员张育民相救，得以越狱逃生。卢志英、张育民先后来到北平，相同
的信仰和患难与共的经历，让卢志英和张育民走到一起，结为夫妻。

1930年，卢志英来到上海中共中央军委，在军委书记周恩来直接
领导下工作。当年冬，为争取杨虎城将军反蒋抗日，他被派到西北军
杨虎城所部，任西安绥靖公署少校参谋兼教导队队长，开展军运、统
战工作，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

1932年11月，中共中央军委派卢志英到南京，接替已经暴露身份
的特派员王世英的工作。卢志英依靠组织，积极活动，为开展国民党
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和情报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3年冬，卢志英不幸第二次被捕。敌人严刑逼供，甚至用打气
筒往他肚里打气，将他折磨得死去活来。但他志坚如钢，没有吐露党
的任何机密。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1934年3月，卢志英打入国民党
赣北第四区保安司令部，参与获取了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
剿”计划。抗战爆发后，他在苏南组织武装，抗击日军。

1939年底，卢志英被派往上海搜集日军情报。1940年10月，由新
四军和地方武装联合组建的抗日部队成立，司令部设在苏北曲塘，卢
志英任副司令兼参谋长，指挥与日伪军作战，负责训练新战士。1942
年1月，受党组织派遣，卢志英重返上海，开展情报、策反和采运军
事物资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卢志英在南京、上海等地从事情报工作。1947年
3月2日，由于叛徒出卖，卢志英在上海第三次被捕。敌人知道他担任
重要职务，千方百计地威胁利诱，要他说出中共机密，交出党员名
单，遭到他的严词拒绝。

1948年12月27日，卢志英在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43岁。
（资料来源：省退役军人厅）

卢志英：长留肝胆照青史

□记 者 王兆锋
通讯员 王恩标 马东伟 报道

本报东明讯 “麦收时节天天能睡
囫囵觉，三四年前是不敢想的事。”6
月12日，东明县茂强农机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刘茂强说，现在合作社有15台小麦
联合收获机，都是在白天下地割麦子，
晚上七八点结束。

东明县存央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袁存央，领着4台小麦联合收获机，开
进东明县刘楼镇半坡杨村的麦地。“昨
天晚上7点收的工，现在机械多了，老
百姓收麦子不着急了。”他说。

“之前我们在河南割了4天，没有
一户要求晚上割的。现在麦收算是比较
轻松了。”当了20多年农机手的袁存央

说，现在几乎不用晚上下地割麦子了。
这种变化的背后，是机械作业效率

的大幅提高。46岁的袁存央回忆说，
2012年成立合作社时，他自己购置的2
台小型小麦联合收获机，每秒喂入量是
3公斤。后来，更新机械，作业效率越
来越高。去年，袁存央把合作社的12台
小麦联合收获机，全部换成了每秒喂入
量达8公斤的大型机械。作业效率达到
每小时15亩到20亩，一天可以收150亩
到200亩。

“今年温度高，麦子熟得透，我家
7亩麦子，个把儿小时就收完了。接着
用农用车拉到村里的收粮点，每斤一块
零九分，当场拿到了钱。”沙窝镇沙窝
村的种粮农民吴连增说。

东明县农机服务中心党组书记、主
任魏广印介绍，目前，全县小麦联合收
获机达3000多台，其中一半以上是每秒
喂入量为8公斤的机型。全县120万亩小
麦，一周就能全部收完。除了在本地机
收，今年全县还有1000多台小麦联合收
获机到安徽、河南等省跨区作业。

目前东明全县粮食烘干设备达到32
台套，粮食烘干能力达到56%，确保小
麦收获后能及时入仓。

麦收机械化程度的提高，不仅提高
了生产效率，减轻了劳动强度，很多在
外地打工的青壮年劳力麦收季节也不再
往返回家。他们在麦收时的打工收入是
平时的2倍，自己在外挣钱，小麦别人
来收，已经成为农村的普遍现象。

麦收时节天天能睡囫囵觉

□记者 卢鹏 通讯员 杜昱葆 报道
6月12日，沂南县大庄镇白石埠村，农民喜收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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