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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程芃芃

4月9日，邹平市黄山街道沣硕园休闲农
业示范园里，春风吹拂下，猕猴桃种植区的猕
猴桃树已经吐出新绿。示范园位于黄山街道
西部山区大李村，占地3000余亩，是集农业观
光旅游、绿色生态种植、特色主题餐饮、民宿
风情度假等为一体的大型田园、文旅综合产
业项目。

园区完成投资430万元，种植猕猴桃380
亩，油桃、油蟠桃、优品杏80亩，并充分利用土
地资源发展林下经济，在猕猴桃行距间套种
优质蜜薯60亩，放养种鹅500只，实现除草、养
地、养殖等多渠道收益。

“项目采取‘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模式发
展，合作社每股设定为1万元，其中村集体以
30亩土地入股占比12%，96名村民以资金、土
地、劳务等形式入股占比88%，筑起了村集体
与群众‘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共同体。”大
李村党支部书记李家义介绍。

沣硕园休闲农业示范园为群众共同致富
打下了坚实基础。围绕现代农业发展，在滨州

市，各个现代农业项目特色不一，多措并举加
快乡村振兴步伐的局面已经形成。

在邹平市高标准农田项目韩店项目区，
大型灌溉设备正在作业，围绕一个中轴画
圆，半径之内的输水管上垂下若干个喷水
口，喷出均匀的水量。这台高科技“大家
伙”就是项目区的指针式喷灌设备，成片麦
田正在接受水分浸润，在春日里蓬勃生长。

据邹平市农业农村局发展规划建设办公
室副主任麻春华介绍，韩店镇作为水资源、
基础设施较好的镇，大力发展喷灌等高效节
水灌溉模式。在项目前期积极带动大户流转
土地，不断壮大新型经营主体规模，完善农
田水利设施的基础上，配套土壤改良、地力
培肥等提升耕地质量的措施，田间安装风吸
式太阳能杀虫灯，以生物防治为主，同时全
项目区配套智慧农业操作平台，与农机、农
艺、土肥设备相结合，全天候、全生长周期
监测农作物耕作及收获，在增加产量的基础
上节约费用支出，形成大面积流转土地的工
业化生产、智慧化管理。

丁太平，沾化区下洼镇西孙村人，现任

下洼镇西孙村冬枣技术员、沾化区同发冬枣
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他在下洼镇率先建起家
庭农场，注册“丁太平”牌冬枣商标，带领
群众创新管理、抓合作经营、走标准化生产
之路。

他积极示范新技术，改接沾冬2号。家
庭农场按照“限产提质”的要求，推行疏密
间伐，严格控制亩产量，并使用诱虫罐、粘
虫胶等“绿色卫士”防治病虫害，减少用药
次数；枣园里开沟施肥，加大有机肥及菌肥
的投入，减少化肥用量；在树行内铺设无纺
布，行间植草，涵养了土壤水分。2020年国
庆节期间，丁太平的家庭农场7天卖出了20
万元的冬枣。

在沾化区生源冬枣专业合作社，下洼镇
冬枣办主任刘荣昌告诉记者，合作社是由省
派沾化下洼镇乡村振兴服务队和大下洼村党
支部共同组织发动，村民自愿申请加入，集
冬枣标准化种植、新技术和新设备推广、网
上电商销售、物联网技术品控、旅游采摘、
冬枣产业研发生产等于一体的现代化农村合
作经济组织。“合作社的成立促进冬枣产业

转型升级，逐步实现了枣芽茶、冬枣白酒、
枣木雕刻、枣木清洁能源颗粒加工、乡村枣
园自驾采摘旅游等项目的三产融合发展。”

为实现冬枣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由下
洼镇党委书记和镇长任组长，确定1号工
程，对全镇冬枣产业进行规划、督导和培
训。下洼镇冬枣技术顾问、沾化区同利冬枣
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孙观朋对此深有感触，他
家种植的8亩冬枣园，经过逐年嫁接沾冬2
号，套袋的冬枣能卖到100元/斤，不套袋的
也能卖到50元/斤。

目前，按照“政府引导、市场主导、龙
头企业带动、多方参与、农民受益”的思
路，滨州市加快推动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工
作，国家、省、市级产业园分别达到2个、2
个、6个，居全省第一，初步构建起国家、
省、市、县梯次发展的产业园融合发展载
体。同时，高质量完成32万亩高标准农田建
设任务，被省里评为高标准农田建设成效显
著市。发展特色高效农业，2020年果树面积
达到71万亩、产量78万吨，沾化冬枣出口美
国，并与粤港澳大湾区签订购销订单。

现代农业怎么搞？滨州这样破题

工业化生产 智慧化管理

■聚力83工程，走进项目现场

守田有责 守田负责 守田尽责 守田担责

三级“田长制”让耕地有了5410名守护人

□记者 李剑桥
通讯员 刘振虎 郭家梁 报道
本报滨州讯 近日，滨州市印发《关于

提高困难群众救助保障水平的通知》，提
高城乡低保、特困人员供养，儿童类基本
生活保障，残疾人两项补贴等标准，惠及
全市17余万名困难群众。新标准从2021年
1月1日起执行，滨州市各县区将按新标准
发放救助金，并陆续安排补发工作。

4月9日，在邹平市高新街道北吕村低
保户魏小妮家中，街道民政所工作人员为
其讲解救助保障标准变动情况。魏小妮一
家五口，其中三人为救助对象，在标准提
高后，一家人每月的补贴总额将达到2834
元。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城市低保标准提
高到每人每月753元，月人均补助标准提
高到452元。农村低保标准提高到每人每
月563元，月人均补助标准提高到338元。

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按照特困人
员基本生活标准不低于低保标准的1 . 3倍
的要求，城市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提高
到每人每月979元。农村特困人员基本生
活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732元。

特困人员照料护理标准方面，全护
理、半护理和全自理特困人员照料护理标
准，滨城区、邹平市、博兴县和高新区提
高到每人每月635元、317元、191元；沾化
区、惠民县、阳信县、无棣县提高到每人
每月569元、284元、171元。

儿童类基本生活保障方面，机构养育
孤儿基本生活费提高到每人每月1936元。
社会散居孤儿基本生活费提高到每人每月
1540元。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受艾滋病影
响儿童参照社会散居孤儿保障水平执行。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同时享受低保、残疾人
生活补贴的，在低保、残疾人生活补贴补差后，计算需补
发的儿童基本生活费。重点困境儿童基本生活费提高到每
人每月1078元。重点困境儿童同时享受低保、残疾人生活
补贴的，在低保、残疾人生活补贴补差后，计算需补发的
儿童基本生活费。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方面，一、二级残疾人提高到每
人每月154元，三、四级残疾人提高到每人每月124元。重
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一级残疾人提高到每人每月138元，
二级残疾人提高到每人每月1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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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程芃芃

4月7日，在无棣县信阳镇汤辛村，村党支
部书记兼三级田长邵洪殿把全村800余亩耕
地转了个遍。这是他每天早晨的规定动作。
在他的本子上，工工整整地写着巡查记录。
巡查中，一旦发现违法占用、破坏耕地行
为，邵洪殿都会及时制止并上报。

在日常巡查中，邵洪殿发现，汤辛村某
村民开车去地头取土，车已停在地头，正准
备挖。他立即制止并讲解政策，该村民表示
不知道这个政策，以后再不会这样做了。

像邵洪殿这样的三级田长，滨州市共有
5311名，由村（居）主要负责人担任。此外，全
市还设立了一级田长8名，由各县（市、区）长、
高新区管委会主任担任；二级田长91名，由乡

（镇）长、街道办事处主任担任。全市共设立
县、乡、村三级“田长”5410名，实行“上级田长
监督下级田长，下级田长对上级田长负责”
的逐级负责机制。

滨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邱延博用
“发现在初始，解决在萌芽”来形容滨州的

“田长制”工作。他说：“如果形成违法占
地之后再去消除，动用的社会力量太大了。
‘田长制’既减少了行政执法的压力和成
本，同时对老百姓的财产也是一种保护。”

作为山东省第一个在全市层面全面推行
县乡村三级“田长制”的市，滨州市摸索出
一套行之有效的措施，对耕地和永久基本农
田实现全方位、全覆盖、无缝隙管理。

滨州市、县、乡三级相继出台了“田长
制”工作方案，在交通要道、田间地头、村
民健身广场、村委会办公室等处设立“田长
制”永久固定标志牌，做到保护区域图、
“田长”姓名、联系电话及工作职责等内容
一目了然。

“耕地保护的范围更加准确、责任更加
明确，每块耕地都有了守护人。”作为二级
田长，无棣县信阳镇镇长李建强的电话号码
被公布在了马路边、田埂上。他对辖区内耕
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工作负总责。

前不久，李建强收到了信阳镇“田长
制”监测平台（综合智慧监测平台）发来的
预警信息，提示一处耕地疑似存在违法占地

建设行为。经现场调查，原来有村民正占用
永久基本农田施工建设仓库。在田长和无棣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工作人员的劝阻下，村
民当场自行拆除了违建。“镇内乱占耕地、
破坏耕地的行为，平台可以自动识别、抓
取，让耕地保护工作更精确、更及时。”李
建强说。

在全市层面，目前，滨州市田长“掌上管
地”App系统正在开发阶段，将来可实现每位
田长都能通过手机终端实现巡查、拍照、测
量，预计2021年下半年全面投入使用。

随着田长制的全面铺开，爱地护地已然
成为滨州农村群众的“自觉行动”。

邹平市明集镇里六村，农田地头、水沟
旁看不到农药瓶、化肥袋。这个村自2017年
就组织群众回收落在田里的农药瓶，截至目
前已回收近3万个。“农药瓶的危害太大
了，尤其除草剂的瓶子，遭雨淋后农药流出
来，都能把树毒死。”邹平市三级田长、里
六村党支部书记田纯峰常常告诫12个大户，
既然老百姓把土地流转给大家，大家就要对
这块地负责，产安全放心的粮食。

明集镇牛官村是当地有名的运输大村、
存粮大村，全村2300亩耕地已经全部流转完
毕，由村里的12个大户种植。村里每月举行一
次主题党日活动，会上，邹平市三级田长、牛
官村党支部书记孙志跃把上级关于耕地与种
粮的会议精神传达给大户们。

为了增加耕地，牛官村村集体出资将全
村的沟、路、渠等进行整理，能开垦成耕地的
地方全部开垦成耕地。如今，村里40多亩涝洼
地变成良田，也已承包给大户。“通过列席会
议，12个种粮大户的护田觉悟大大提高。这么
多年来，我们村没发生一起违法乱占耕地行
为。”孙志跃说。

为了激励“田长”履职尽责，自2021年起，
滨州市对20个上年度耕地保护成绩显著的乡
镇给予资金激励，主要用于农田基础设施后
期管护与修缮、耕地开发和耕地质量提升、永
久基本农田建设与保护等。同时，还在全市范
围内普遍推行了三级“田长制”的管理成效与
绩效工资直接挂钩机制，“守田有责、守田负
责、守田尽责、守田担责”已经成为滨州上下
的共识。

□ 本报记者 姜 斌
本报通讯员 李皓阳 刘佳

4月6日上午，山东港口滨州港8#9#泊位
处人头攒动，当天滨州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誓师大会暨山东港口滨州港8#9#泊位启动仪
式在此举行。

据山东港口滨州港党委书记、董事长袁
英杰介绍，此次启动的滨州港8#9#泊位，拟
建设5万吨级液体散货码头2座，预计投资
2 . 96亿元。该项目的建设，将打通滨州腹地
丙烷、丁烷、丙烯、异丁烯等液化烃海上直
接运输通道，支撑滨化碳三碳四项目原材料
供应和北海高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对进一
步完善山东半岛北部物流运输体系，提升物
流效率，降低物流成本，实现港方、船方、
货主合作共赢具有重要意义。

连日来，山东港口滨州港码头生产格外
繁忙，数艘船舶集中到港，为此滨州港迅速
着手制订“套泊热接”方案：通过研究到港
船型，积极与船方沟通，提前掌握船舶备车
时长、在港船完船时间，制订详细的进出港
计划，将同一泊位前后两船一开一靠的空泊
时间压缩至最短。“在海事等部门的大力支
持下，滨州港一季度共执行了‘套泊热接’
32组，压缩空泊时间70 . 97小时，港区的靠离
泊效率明显提高。”滨州港生产运营部副部
长吕明冬介绍。

“今年一季度以来，我们的多项生产数
据创出开港以来的新纪录。截至3月28日，
山东港口滨州港一季度完成货物吞吐量232 . 7
万吨，同比增长9 . 74%。其中，集装箱完成
5291TEU，同比增长8 . 78%，提前完成首季
‘开门红’。”袁英杰介绍。

4月7日上午，在沾临高速黄河特大桥项
目北塔40号墩处，多名工人正在进行塔座钢
筋和塔柱钢筋的模板安装。沾临高速是我省
重点项目，也是山东高速公路网规划中“纵
四线”沾化至临沂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中交
一公局集团承建的山东沾临二标二分部的黄
河特大桥又是本项目关键控制性项目。

“黄河特大桥全长4630米，其中主桥设
计为双塔双索面斜拉桥，上部结构采用预制
装配化设计而成的钢混组合梁形式。主桥预
制桥面板设计为国内少用的无粗骨料UHPC
超高性能混凝土，采用‘UHPC无粗骨料混
凝土+90℃高温蒸养’模式，该种类施工技

术应用在国内尚属首次。UHPC混凝土具有
高强、高韧等特点，沾临黄河特大桥主桥
桥面板设计板厚度仅为1 7 cm，强度高达
150MPa，与常规类似桥面板相比，在同等
条件下能尽量降低桥梁自重荷载，使桥梁
结构更轻巧、经济、耐久。”黄河特大桥
主桥项目生产副经理孙广浩介绍，截至目
前，沾临高速二标黄河特大桥项目已累计
完成桩基施工725根，占比96%；墩柱196个，
占比41%。

而在位于滨城区秦皇台乡的沾临高速
北贾互通立交处，工人们正在进行桩基施
工，加快推进该互通立交二阶段导改进
程。“北贾互通立交穿越东吕高速，包含8

条匝道、2座匝道桥，共有桩基129根，是沾
临高速面积最大的互通立交。由于需要穿
越东吕高速施工，需对东吕高速进行断路导
改及匝道拼宽施工，施工工艺涉及点多、面
广，施工组织复杂且交通导改难度大，安全
管理要求高，目前我们正按照工程进度全力
推进。”沾临高速二标一分部项目经理张新
峰介绍。

据了解，今年滨州市交通建设方面计划
投资165亿元，其中公路建设86 . 9亿元，铁路
建设27 . 5亿元，港航建设29 . 9亿元，物流园
区及场站建设20 . 7亿元。铁路方面，推进京
沪高铁二通道和济滨高铁尽快开展征地拆
迁，确保年内开工建设；加快黄大铁路与滨

港铁路联络线建设，确保上半年通车运营。
公路方面，加快高速公路建设，秦滨高速完
成海域段，力争年底实现全线贯通；推进沾
临高速和济南至高青高速建设，路基工程完
成70%以上；加快滨州黄河大桥、乐安黄河
大桥、沾临高速黄河特大桥建设，形成“三
桥同建”格局。

同时，今年滨州市将“四港联动”改革
事项列为了全市十大改革攻坚任务之首。
“四港联动”加快滨州港、黄骅港、套尔河
港、小清河港四港之间，四港与滨州腹地之
间的互联互通，大力发展“公铁水空”多式
联运，形成联动发展的局面，共同服务滨州
市腹地企业和产业发展。

高铁、高速、港口、黄河特大桥……全年计划投资165亿元

滨州“公铁水空”多式联运联动发展

□记者 姜斌 报道
4月7日上午，在沾临高速黄河特大桥项目北塔40号墩处，多名工人正在进行塔座钢筋和塔柱钢筋的模板安装。

□记者 姜斌 报道
本报滨州讯 4月8日，记者从滨州市人社局获悉，今

年4-6月，滨州市将举行首届“十大返乡创业农民工”评
选活动，获评人员将颁发证书，分别给予3万元奖励。

据了解，参评对象须符合以下全部条件：身份证居住
地为滨州市乡镇及乡镇以下、曾离开户籍所在地、有外出
务工经历的返乡创业劳动者(包括全日制高校毕业生)，为
所创办经济实体法人、负责人或合伙人，该经济实体持续
正常经营3年以上（2018年3月31日以前注册）；政治立场
坚定，道德品质良好，依法纳税，诚信经营，主动承担社
会责任，无违法违规和个人信用等方面的不良记录；.经
济实体具有一定经济规模，在产品创新、技术创新、业态
创新、服务创新等方面有重要突破，积极创造就业岗位，
创业带动就业成效明显，吸纳带动就业10人以上；创业事
迹具有可复制、可推广、典型示范性等特点，能够对返乡
创业工作起到示范引领作用；已获得第一届、第二届山东
省“十大返乡创业农民工”荣誉的个人，不得重复申报。

滨州将评选首届

十大返乡创业农民工

□记者 程芃芃
通讯员 盖志君 杨光 报道
本报滨州讯 近日，记者从滨州市滨城区行政审批服

务局市场经济发展中心了解到，截至3月底，滨城区新开
办企业1623家，同比增长49%，多以商贸、工程等类型公
司为主。围绕营商环境考核企业开办指标，该局简环节、
优配套，实行流程再造、数据共享，不断提高市场准入服
务质量。

实施企业开办流程再造。通过省企业开办“一窗通”系
统，打造企业网上申报、网上审批、证照和税控设备免费寄
递“零见面”的企业开办服务新流程；落实“先照后证”改革，
企业登记前置审批大量减少，由原来的226项压缩至28项，
企业开办实现一个环节、0 . 5个工作日办结。

滨城区一季度开办企业1623家

□记者 姜斌
通讯员 徐鹏 报道
本报滨州讯 日前，滨州市以今年“世界水日”和

“中国水周”为契机，联合15个市节约用水工作领导小组
成员单位共同发起全民节水行动，加快提升水资源节约集
约利用水平，为滨州高质量发展提供水安全支撑与保障。

全民节水行动大力开展农业节水增产、工业节水增
效、城镇节水降损、节水宣传教育等四大行动，力争到
2023年底全市人民节水意识普遍提升，全市用水总量控制
在16 . 85亿立方米以内，万元GDP用水量较2020年降低8%，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较2020年降低3%，水资源配置进一
步优化，黄河水资源超载区摘帽。

滨州力争2023年底实现

黄河水资源超载区摘帽

□记者 李剑桥 通讯员 夏小东 报道
本报邹平讯 近日，中国有色金属加工工业协会发布

公告，对依据相关方案、规定和要求评审出的22家铜加工
行业和43家铝加工行业优秀供应商进行了公布，山东创新
金属以主导产品铝合金圆铸锭荣获中国铝加工行业优秀供
应商。

“优秀供应商”作为行业综合大奖，是基于供应商综
合实力、产品质量、技术能力、合作水平以及服务等方面
的综合评定。创新金属获此荣誉，是与客户良好合作的结
果，更是市场对创新金属综合实力的高度认可。创新金属
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深耕铝合金加工领域，不断根据
市场需求进行产品创新和品牌升级。特别是近几年，在企
业经营理念“得客户者得天下”的引领下，创新金属始终
坚持用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用“新供给”促进“新消
费”，满足客户对消费升级和美好生活的全面需求。

山东创新金属荣获

中国铝加工行业优秀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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