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8月2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梁利杰 宫 梅

电话:(0531)85193248 Email:dzrbxyb@163 .com 县域 5

□本报记者 杨国胜 张鹏
本报通讯员 徐春光

7月21日，诸城市皇华镇胡沟山岭2 . 1万
亩的榛子基地，山东华山农林科技有限公司
的一场测产活动引来不少村民围观。一亩山
石地，栽植平欧大榛子110棵，去掉果苞和水
分，平均每株产果3 . 16斤，亩产347 . 6斤。“在常
山半腰，我们有栽种了5年以上的榛子，亩产
可达600斤。”中国经济林协会榛子分会副会
长、“魏榛”创始人魏本欣说。

围观的种植户李学玉心里乐开了花，从
2016年开始，胡沟村的农民李学玉在自家薄
地上跟随基地种植了6亩榛子，今年也将喜获
丰收。“我家的地土头好一些，四年树产量不
在这个测产结果之下，产出的果子公司保底
价15元一斤回购，每亩能收入5000多元。”李学
玉告诉记者，随着榛子产量年年增多，收入也
将越来越高。

2016年，魏本欣顺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浪潮，积极开展工商资本下乡，成立山东华山
农林科技有限公司。他流转老家皇华镇山岭
地，用于平欧榛子种植。为了带领群众共同致

富，魏本欣成立了榛子种植专业合作社，辐射
带动周边15个村庄5000户农户开展规模种植。

胡沟村曾是省定贫困村，因为当地百姓
收入低，村里留守劳动力成为基地的主要工
人。54岁的王成芬是基地的“年轻人”，以前在
山岭耕耘薄地，小麦种完是黄豆，靠天吃饭，
一亩地一年不过500元收成。“现在基地打工
一天80元，加上4亩地的流转金，一年近三万
元，孩子上大学的学费我自己就供应了，对象
再出去打点工，生活就很宽裕。”正在榛子树
下割草的王成芬告诉记者。

像王成芬一样，正在山上割草、收果的
农民有100多人。77岁的穆科和还把收榛子的
诀窍告诉记者，“再过半个月榛子就熟透
了，不用一颗颗摘，只要大力气晃动几下，
果子就哗啦啦掉下来了，蹲下捡拾就行。”

同时，魏本欣通过“租金+工资收入+财
产收入”的方式，保障社员在基地未进入盛
果期前获得稳定经济利益。合作社采取成本
价赊销苗木，用土地入股和共建榛子产业示
范基地的方式扩大受惠面。在未入盛果期的
前5年，为入股农户发放工资，提供技术指
导。进入盛果期后，再按效益分红。现已有

2000多人入股，分红多的一百多万元，少的
四五万元。

“我现在正在全国推广500亩以上的联盟
种植户，推广这种绿化荒山、就地扶贫的模
式。”魏本欣说。如今，魏本欣的榛业全产业链
发展模式已经成型，采用“种苗繁育+榛子收
购+深加工研发+仓储物流+线上线下销售”的
融合模式，让荒山秃岭变成“绿色银行”。

除了绿化扶贫，榛子基地正在吸引创业
青年归来。毕业于长春大学园林专业的葛鹏
飞，毕业后不久来到基地，负责榛苗繁育、
病虫害防治和水肥管理等工作。

“我刚来时榛苗都是靠根蘖繁育，一亩地
也就1000多棵。现在我的育苗方式，一亩地可
以产出6000多棵榛苗，成活率达到99%。”葛鹏
飞说，现在，源源不断的榛苗已经销往河北、
河南、安徽、江苏等二十多个省市。

“榛子之前在山东地区栽植较少，我认
为这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项目，回家探亲时
偶然得知，就加入进来。公司为发挥我的专
业特长，还成立诸城市平欧大果榛子研究
所，由我任所长。”葛鹏飞告诉记者，目前
正在选育一些适宜山东地区栽植、出油多、

产量高的品种。
7月22日-23日，第五届中国(诸城)榛子

科技与产业发展研讨会暨山东榛业现场观摩
会在诸城市召开，来自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中国经济林协会、中国林学会、山东省自然
资源厅与来自全国的榛子生产经营企业、专
业合作社及种植户、媒体记者约450人参加
了会议，其中一项重要环节就是推广魏本欣
的产业模式。

短短三年，诸城市榛子产业蓬勃发展。
在山东华山农林科技有限公司、山东三羊榛
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引领带动下，全市发
展榛子面积2 . 3万亩，其中华山农林科技万
亩榛子基地，成为全国单体面积最大的榛子
生产基地。

不过，魏本欣的算盘上打的不单是大面
积种植榛子树。“市面上的榛子炒货是非常
低端的，单卖榛子果，一斤不过20元，如果
做成榛子粉可以四五十元一斤，榛子油120
元一斤，如果做成榛子蛋白肽价值更高。”
魏本欣说，小小的榛子果经过深加工，利润
能翻几倍，市场供不应求，要将榛子做成大
健康产业。

让荒山秃岭变成“绿色银行”———

诸城：小榛子做成大产业

□本报记者 张晓帆

“这标志着柬埔寨香蕉正式进入了山东
市场，下一步，柬埔寨芒果、龙眼等水果也
将进入山东市场。”7月26日，柬埔寨香蕉
中国(山东省)首次发售仪式在位于青岛市即
墨区的东方鼎信国际农副产品交易中心举
行。仪式现场，青岛市商务局副局长张莉
说，随着物流商贸的发展，单就香蕉一种水
果来说，目前山东市民能吃到越南、菲律
宾、南美等多地进口的。

柬埔寨香蕉性价比较高，售价与国产香
蕉基本持平，略低于东南亚地区和南美地区
等其他进口国的售价。目前，平均每月将有
200吨菲律宾香蕉自青岛东方鼎信国际农副
产品交易中心输入山东市场。

在青岛东方鼎信国际农副产品交易中
心，记者看到，一个个满载进口水果的集装
箱货柜停放在进口水果交易区，交易现场人

声鼎沸。
交易中心经理袁铭介绍，优良的区位和

政策效应，使青岛作为进口水果集散地的辐
射效应日益凸显。目前青岛东方鼎信国际农
副产品交易中心已吸引泰国、菲律宾和新西
兰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个品种的水果
不断进入，去年进口水果销售量超过4000
柜，成为江北规模最大的进口水果交易市
场。

作为山东省内首个批发市场内进境水果
指定口岸，青岛东方鼎信国际农副产品交易
中心启用了进境水果一次申报、一次查验、
一次放行“三个一”关检合作通关模式，依
靠这个便利平台，只需两个多小时即可完成
检验检疫和放行，进口水果便可以最快的速
度投放市场，通关时间缩短30%—50%。

“我们主要从事进口水果批发贸易，之
所以在这里设立分公司，就是看中该市场对
山东以及江北地区的辐射能力，现在一天就

交易100多吨榴莲。”南京绿海果业有限公
司青岛分公司经理徐超说，“在这里，进口
水果‘三个一’模式通关，保证水果及时通
关进入市场交易，而且周边交通便利，公路
运输便捷地连通青岛、烟台、威海乃至辽
宁、河北等省外。”

记者了解到，自“三个一”模式启动后，济
南、郑州、北京及东北三省等地大型果品市场
进口水果，基本都经过该平台进行检验检疫，
一举改变了以往华北地区只能通过上海港、
大连港完成水果进口通关的历史，大大缩短
了水果的运输时间和运输距离。

据统计，这个水果集散地，仅2018年一
年从全球各地到本交易中心的进口水果即超
过4000柜，货值达1 . 1亿美元，比2017年同比
增长50%。其中，“一带一路”沿线的水果
进口，以每年30%的幅度增长，包括以色
列、埃及的柑橘，法国、意大利的猕猴桃、
苹果等。

□记者 张海峰
通讯员 刘 瑶 报道
本报德州讯 “目前，各学校周边的商店、小卖部较

多，小食品质量参差不齐。请问市场监管局的负责同志，
对校园周边食品安全的管理，采取了什么措施？”7月1
日，在德州市陵城区人大代表议政会上，该区人大代表刘
静向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发问。

这是今年以来陵城区第二次人大代表专题议政会，现
场全国、省、市、区的44名人大代表对相关部门负责人进
行问政。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张文星表示，“计划在9月
份开学后，进一步加大抽检力度和范围，从多方面确保校
园周边食品安全。”两次议政会代表们共提出了33个问
题，这是前期240多名区人大代表，700多名乡镇人大代表
与百姓面对面征集建议意见的结果，他们选取人民群众关
心关注的热点问题，在议政会上“问政”相关部门，为群
众答疑解惑。“会议后对代表反映上来的问题进行分类归
总，然后经过常委会主任会议之后，再转交给相关部门进
行办理，在规定时限内答复。”该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
爱华说。

目前，陵城区人大代表专题议政会每季度召开一次，
该区人大常委会负责跟踪督办。此前在4月29日召开的专
题议政会上，代表们反映的中小学生冬季取暖、乡村教师
公寓建设、小学运动场地短缺等问题，都正在有效解决中。

陵城：人大代表

专题议政求实效

首批柬埔寨香蕉运抵山东

即墨打造江北最大进口水果集散地
□记者 张环泽
通讯员 赵峰 黄晨 报道
本报枣庄讯 “参与垃圾分类一个月，就积攒2000多

积分，换了不少日常生活用品。”7月30日，枣庄市峄城
区阴平镇斜屋村，村民张秀美用积攒的垃圾积分兑换了餐
巾纸、洗发水、沐浴露、香皂等日常生活用品。

记者在村“垃圾银行”收储点，看到工作人员陈玉玺
正在忙着接收村民送来的可回收垃圾，并对收来的垃圾进
行分类存放。陈玉玺介绍说，可乐瓶、纸板、铝罐等每一
种可回收垃圾都能按照市场价格“明码标价”，称重回收
后村民们可积攒积分，也可在回收点内直接兑换成香皂、
洗衣液等10多种日常生活用品。

峄城区在阴平镇试点建立“垃圾银行”管理体制，
推行可回收垃圾换积分、积分换物品的积分管理制，逐
步实现农村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阴
平镇以垃圾分解站(环卫处置点)为依托，在各村设立“垃
圾银行”收储点，村民将可回收垃圾运至“垃圾银行”
收储点，由各村设立专岗，由贫困户或环卫工人担任，
根据垃圾分类、数量分别计算，记录积分。达到一定数
量由镇级收集人员统一收集至镇收集储存处。村民实施
垃圾分类，将不可回收生活垃圾直接投入垃圾桶，由村
级保洁员统一收运处理；干净的漂浮物、农药包装废弃
物单独收储存放，去村“垃圾银行”兑换积分或日用
品。

峄城阴平镇“垃圾银行”

引导村民垃圾分类

□张晓帆 报道
首批柬埔寨香蕉运抵即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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