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连民 杨浩

根系“三农”铸辉煌

70年来，莘县实现了农业发展由传统
农业向现代农业的重大跨越。莘县以建设
现代农业为目标，大力发展高端农业、特
色农业，积极实施“1116”工程，形成了
瓜菜菌林牧粮六大主导产业。莘县紧紧围
绕加快农业产业转型升级这条主线，大力
推进农业标准化、规模化和产业化，发展
高端农业，特色农业和绿色农业，加快建
设绿色无公害蔬菜和优质粮食、优质小肉
食鸡、优质生猪、精品食用菌“五个生产
大县”。通过实施粮食高产创建平台建设
项目，莘县在朝城镇、柿子园镇、徐庄镇
建设了11万亩粮食高产创建平台，建成方
内粮食年产量平均亩产达到1100公斤，其
中小麦500公斤以上，玉米600公斤以上，
粮食总产16 . 8亿斤，莘县多次被评为“全
国粮食生产先进县”。

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莘县
着重搞好区域布局，从培养专业生产大
户、专业村入手，实施规模发展。全县形
成了以燕店、河店、魏庄等乡镇为主的15
万亩无公害香瓜、甜瓜种植区，以董杜
庄、俎店、妹冢等乡镇为主的10万亩绿色
西瓜种植区，以十八里铺、莘州、燕塔、
张鲁为主的14万亩无公害蔬菜种植区，以
张寨、王庄集、燕店等乡镇为主的2万亩
无公害韭菜种植区，以朝城、徐庄、古城
等乡镇为主的650万平方米食用菌种植
区，以莘亭、河店等乡镇为主的1万亩葱
蒜种植基地，以王庄集、张寨、王奉为主
的5000亩无公害山药种植基地。“一村一
品”“一乡一业”的区域化布局和规模化
发展态势逐步形成，无论是瓜菜菌种植面
积，还是总产量，均居山东省首位。瓜菜
复种面积超过100万亩，拥有日光温室30
万座、大中小拱棚20多万亩、露地蔬菜10
万亩、食用菌播种面积650万平方米，年
产量500多万吨。目前，莘县是中国蔬菜
第一县，曾荣获“中国双孢菇之乡”“中
国香瓜之乡”等十几项殊荣，成为国内主
要的现代化瓜菜菌供应地和集散地，莘县
人均收入中有73%来自瓜菜菌生产，“莘
县蔬菜”更是进入2017中国农产品区域公
用品牌价值百强。

在转变农业生产方式的同时，莘县各

类农业规模经营主体也在不断发展壮大。

2018年，全县新增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3家、省级农业“新六产”示范企业1

家、省级农产品加工示范企业1家、农民

合作社137家、家庭农场46个。中原现代
农业嘉年华、现代农业科技馆等16个项目

建成运营，首鲜蔬果净菜加工、昌盛日电
光伏食用菌、旭日种业、鑫丰种业等一批
农业高端项目不断发展壮大。

“泥路土房”蝶变

匠心塑美乡村

道路干净整洁，路旁种满绿植花卉，
中国风特色的路灯矗立两旁，家家户户都
是独门独院的小别墅，各项基础设施应有
尽有……在莘县十八里铺镇苏堂村，笔者
感受到了省级“美丽宜居村庄”的魅力。
而苏堂村是莘县持续开展人居环境整治的
一个缩影。

70年来，莘县实现了农村面貌由贫穷
落后向繁荣振兴的重大跨越。莘县坚持建
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大力开展文明村
镇创建，持续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
力度，农村生活条件不断改善，乡风文明
不断提升，乡村治理不断加强。

“现在村里的街道很干净，每天有人
打扫卫生，垃圾车定时收集垃圾，再也没
有垃圾成堆的现象了。”在莘县燕塔街道
办事处，村民李怀胜告诉笔者，自开展乡
村文明行动以来，莘县在农村开展了家园
清洁行动，围绕新农村建设，落实村庄卫
生保洁工作，掀起了农村环境整治高潮，
完善了农村垃圾“户分类、村收集、镇中
转”的城乡环卫一体长效收集处理机制，
实现了垃圾的无害化处理。同时，莘县健
全服务标准体系，涵盖城乡环卫一体化工
作的体制、管理、技术等各个方面，使各
项工作“有标可依”。除此之外，莘县还
建立了数字管理指挥平台，实现车辆规范
化管理，加强了对车辆和驾驶员的管理，
杜绝懒散现象，提高车辆运行效率，实现
生活垃圾清运及时化，城乡环卫长治久
洁，让农民过上舒心的日子。

“别说乱扔垃圾了，就是街上有个塑
料袋，我们都会捡起来放到垃圾箱里。”
在十八里铺苏堂村，村民张占国说，自美
丽乡村建设以来，苏堂村坚持把农村精神
文明建设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不断加强农村文化建设，使美丽乡村
不仅外在美，而且内在美。

近年来，莘县统筹实施乡村文明行
动，全面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群众文明素
质和农村文明程度不断提升。为发挥道德
在城乡环卫一体化过程中的引领作用，莘
县各村庄把相关内容公示上墙，约束不文
明行为；县里先后开展“清洁乡村道德
榜”“清洁家园从我做起”“新农村、新
家园”等多种形式的活动，并把“清洁卫
生”作为评选道德模范家庭的重要内容，
各村庄评选的文明卫生户不少于总户数的
40%；有的村还普选有威望的老人作为义务
监督员，一旦发现有倾倒垃圾的行为，当

面批评，有效地制止了群众的不良行为。
同时，莘县围绕“一个中心、两大着

力、七个全面”工作目标，强力推动“喜
事新办规范”“丧事俭办规范”落地生
根，健全了红白理事会，村规民约实现全
覆盖，“喜事新办规范”“丧事俭办规
范”得到了较好执行，群众婚丧观念正在
向文明、节俭的方向转变；婚丧文明市场
进一步净化，文明婚丧活动的长效机制正
在形成。文明婚丧活动取得了实实在在的
效果，广大群众经济负担大幅减轻，群众
满意度有了较大提升。

科技兴农

新型职业农民成致富带头人

过去，千亩土地按照传统农业分散经
营的方式，通常需要全村数百户农户共同
参与。而如今，在莘县的一些村庄或种植
基地里，这个数字缩减为几十人甚至更
少。随着数字改变的，还有“农民”在人
们心中的既有印象。“他们不是传统意义
上的农民，而是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
的新型职业农民。”莘县农业局局长陈东
存说，近年来，莘县着力培育一批生产能
力强、经营模式优、管理水平高的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和新型职业农民，他们正成为
当下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我感觉我们的生活比城里人一点也
不差，在农村，我们农民的日子越来越有
希望了。”在张鲁镇于楼村于新江的大棚
内，莘县农广校农民田间学校的农艺师正
在对瓜苗的长势进行技术指导与田间授
课。于新江种植大棚多年，大棚内土壤盐
渍化严重，成为种植的一大难题。今年，
他参加了全县组织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了解到有机肥替代化肥项目，就利用生物
解盐菌技术解决了这一难题，大棚产量提
高了三分之一。在莘县，像于新江一样的
新型职业农民队伍正在不断扩大。莘县在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过程中，重点实施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培训和现代青年农
场主培养，通过培训经营主体带头人，辐
射带动周边农户，这已成为农业农村经济
发展和乡村人才振兴的突出亮点。

为把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这项工作做
好，莘县制订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实施方
案，充分发挥全省1家省级新型职业农民培
训基地和11家市级实训基地的作用，确定
莘县鑫海缘蔬菜专业合作社等5家公司为学
员“田间课堂”教学基地，根据培养目标
和不同类型新型职业农民需求，坚持课堂
教学与现场教学并举，灵活采取丰富多样
的培训形式，确保培训的质量和效果。
2018年，莘县共培训专业大户、家庭农场
经营者、农民合作社骨干和农业企业负责
人460人，培养现代青年农场主40人。

莘县专门出台了《关于支持返乡下乡
人员创业创新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的实施意见》，实施了返乡创业的16项
政策服务，重点支持积累了一定资金、技
术、管理经验、销售渠道的返乡农民工，
以及高学历的中高等院校毕业生，鼓励他
们发挥优势和专长，结合市场需求，开发
农业农村资源，发展优势特色产业，实现
乡村振兴。截至目前，莘县返乡农民工总
数为9 . 6万人，返乡创业农民工总数为4 . 1
万人，成为“乡村振兴”的主力军。

奋进新时代 启航新征程

历史于时序更替中前行，梦想在砥砺
奋进中实现。70年的风雨兼程，那些令人
骄傲的闪光足迹已化作无比温暖、值得珍
存的历史记忆。

莘县作为一个农业大县，农村党建是
基层党建工作的重中之重。莘县着眼于村
多、村情复杂、党员队伍年龄相对老化等
情况，要求各村级党组织选好用好农村党
支部书记，加强软弱涣散党组织整顿，加
强农村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全面提升村级
党建工作水平。莘县进一步抓好村集体经
济增收工作，各镇街结合自身实际制定村
级产业覆盖提升三年规划，村村制定“产
业兴村”计划，打造“一村一品”升级
版，发展各具特色的专业村，切实增强村
级自我保障能力。提升城市社区党建工作
水平，构建完善服务体系。提升机关事业
单位党建水平，按照“走在前列”要求，
以党建引领机关事业单位各项工作，做到
“四个带头”。选优配强“两新”组织党
组织书记，加强入党积极分子队伍建设，
把各方面的优秀人才及时吸纳到党的队伍
中来。

同时，莘县要求各级党组织书记增强
主业意识，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重
要环节亲自部署，突出问题亲自过问，重
点工作亲自督查。落实好党建工作责任
制，建立健全党建工作机构，抓好党务干
部的配备、培养和选拔，支持党务干部开
展党建工作。强化督导考核，将党建工作
纳入督查考核内容，建立经常性考核督查
制度，对镇街和县直单位基层党建工作实
行“一票肯定”“一票否定”，推动基层
组织建设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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莘县是传统的农业大县，在农业的发展上一直走在全市、全省前列。上
世纪80年代初，莘县在推行“大包干”的同时，按照“粮棉一起抓，重点抓
棉花”的方针，大力发展棉花生产，棉花种植面积逐年扩大，产量大幅度提
高。1982年，时任山东省委书记苏毅然亲自为莘县颁发了“发展棉花生产，
做出优异成绩”奖旗。1984年，全县植棉面积79 . 26万亩，单产72 . 25公斤，总
产116 . 05万担，贡献皮棉107 . 8万担，居全国前列，创莘县历史之最。全县棉
花种植面积逐步扩大，促进了农业生产形势连年大变，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民
的温饱问题。

莘县的产业优势突出，全县瓜菜菌常年播种面积100万亩、年产500万
吨，被商务部认定为国家外贸转型升级(蔬菜)基地，“净菜进京”工程、供
港澳蔬菜基地、上海外延蔬菜基地都在全市、全省位居前列，农业产业优势
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争创一流、走在前列”奠定了基础。

2018年，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党建、双招双引、乡村振兴、
脱贫攻坚、风险防范化解等重点工作考核中，莘县均居全市前列；全省“两
权”抵押贷款试点工作，莘县综合成绩位居全省10个试点县第一名；莘县的
教育工作，特别是高中教育，10多年来一直居全市各县市区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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