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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姜斌
本报通讯员 李乐

谷雨时节，博兴县吕艺镇高渡村的樱桃
园大棚里一片热闹场景，村民们薅花、剪
枝、授粉、翻土……正在授粉的高渡村村民
张绍东乐呵呵地说：“自从村里引进种植了
俄罗斯大樱桃，我们就在家门口就了业，从
农民变成了樱桃园里的‘上班族’。”据高
渡村党支部书记封曰亭介绍，目前，高渡村
的俄罗斯大樱桃产业发展示范园完成土地流
转567 . 4亩，建成温室大棚21个，种植樱桃25
万余棵。这种田园综合体发展新模式，辐射
带动了周边村民增收致富，现有22名周边村
民在樱桃园大棚长期打工，最多时，樱桃园
大棚内可以见到上百名村民忙碌的身影。

猴头菇、鹿茸菇、羊肚菌……在距离高
渡村不远的吕艺镇马家村盐碱地上建起的34
个食用菌大棚，温度和湿度自动调节，平时
只要一个技术人员管理就行。据博兴三一食
品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韩克平介绍：“我们
的菌种靠自有技术培育，菌包来自农作物秸
秆和树枝树杈，成品菌包大部分出口到国
外，且提供远程视频技术指导，实现了生产
模式的可复制、可推广。”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近年
来，吕艺镇发挥高效生态农业示范企业的带
动作用，大力发展智慧农业，助推农业生产
转型升级，初步构建起园林苗木、健康食
材、智慧农业、生态观光四大产业体系，每
亩土地收益实现3倍增长。

在加快农业高质量发展步伐的同时，博
兴县深入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走进博兴县乔庄镇，道路两旁成方连片的
虾塘便映入眼帘，方方正正的虾塘，一个接一
个，绵延数里。乔庄镇水产办主任程玉华介绍，
经过近20年的发展，乔庄镇已形成从虾苗淡
化、饲料供应、病害防治到产品销售、冷储加工

“一条龙”的产业链。“目前，乔庄镇虾池达1 . 2
万个，养虾户3200余户，超千亩的水产基地11
个，面积3 . 5万亩，平均亩产500公斤，最高亩产
2000公斤，年产量2万吨，产值10亿元，实现利
润4 . 5亿元。”

博兴县店子镇素有“中国优质西红柿之
乡”之称，以盛产优质西红柿闻名。自20世
纪90年代开始发展蔬菜大棚，至今已有蔬菜
大棚12000个，年产值约7 . 8亿元。“在这片示

范园区里，应用了物联网技术、水肥一体化
技术、熊蜂授粉与绿色防控技术、秸秆制肥
及有机肥替代化肥技术等，推广应用率达到
75%以上。”在店子镇现代农业综合示范园区
里，种植户张海珍趁着摘西红柿的间隙介绍
起来。在店子镇，像张海珍这样通过种植蔬
菜大棚发家致富的人不在少数，种植的品种
也不再局限于西红柿，而是形成了西红柿、
五彩椒、网纹瓜、羊角蜜四大品类。

“为了进一步提升蔬菜产业，我们在源
头上对品种进行更新。每年都会跟科研院所
的专家教授进行对接，试种十几个新品种。
同时，请来农业技术专家，跟种植户采取座

谈培训的方式，或者直接到棚内现场指导，
提高菜农的种植技术。”店子镇副镇长曹茂
林说。

“去年底我们还注册了‘臻味·店子’这
个区域品牌，几大特色农产品和通过‘三品
一标’认证的产品，都可以使用这一区域品
牌。”曹茂林说,“然后通过与专业运营公司
合作，利用网络直播平台进行宣传、带货，
利用品牌将全镇的优质农产品进行整体形象
提升和包装营销。”

锦秋街道的草柳编、城东街道的老粗
布、曹王镇的葡萄……乡村振兴就像一条
“金扁担”，一头挑着绿水青山，一头挑着

金山银山。博兴县各地通过积极探索，综合
运用现代科技、品牌增效、园区共建等手
段，突出“一镇一业”，对各镇（街道）进
行发展定位，把村庄规划与片区规划结合起
来，加快构建起了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目
前，博兴县在全市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
化，流转土地40 . 3万亩，高标准农田达56 . 8万
亩，较‘十二五’末分别增长48 . 1%、25%，
全县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预计达到
95 . 30%。全县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达52家，其
中省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10家，数量位居全
市前列。”博兴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李鹏飞
介绍。

□记者 李剑桥
通讯员 栾庆学 宋晓娜 报道
本报滨州讯 2020年以来，滨州市沾化区委编办

对照省、市规范“属地管理”责任清单，持续发力深
化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释放基层发展活力。

分两批制定并印发了清单事项的“施工图”和
“说明书”，包括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14个领域150项
清单事项，建立“乡呼区应、上下联动”响应平台，搭建
起全区规范“属地管理”工作的四梁八柱。

以“滨州市全科大网格信息管理系统”为载体，
推动“属地管理”与“全科大网格”平台深度融合，
将“属地管理”事项清单逐项纳入“滨州市全科大网
格信息管理系统”，做好基层网格员的业务培训，优
化平台功能设置，加强信息收集、分办督办、考核运
行等内容设计，完善工作流程，形成收集APP事件上
报、平台流转分办、部门响应处理、网上考核评价全
链条模式，实现并联推送、即时分办、实时督办，推
动平台从基层信息“传声筒”向解决问题“好帮手”
转变，打通全链条群众诉求解决通道。

□记者 姜斌 通讯员 成锐 报道
本报滨州讯 自2008年至今，政策性农业保险在

滨州市已经开展了十四年。据滨州市保险行业协会统
计，十四年来，参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公司已累计支
付赔款7 . 6亿元，惠及近百万农户，使广大农户在遭
遇重大自然灾害后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补偿，同时也成
功实现了财政资金投入的放大效应。

据了解，截至2021年一季度，滨州市开展农业保
险的机构有10家，其中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机构4
家，全市10个县（区）开展了相关业务，保险品种涵
盖小麦、玉米、棉花、育肥猪、冬枣、鸭梨等，主要
农业产品及特色农业品种基本实现全覆盖。

□ 本报记者 程芃芃

“党的政策好，种地有补贴，住院有医
保，老年有补助……生活越来越好了！”4月
18日，在无棣县车王镇车镇中村，90岁的老
党员杨福生告诉记者。平日里，他经常向街
坊四邻宣传党的新政策新方针，人们称他
“义务宣传员”。杨福生是当年在朝鲜战场
上打落敌机的志愿军空军战斗英雄，在枪林
弹雨中摸爬滚打，让他对党有着更深厚的情
感。

滨州是渤海革命老区中心区、渤海区机
关驻地，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建党活动较早的
地区之一。渤海革命老区长期革命斗争的历
史和光荣传统，是我党我军发展史和精神传
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革命战争年代，像杨
福生一样的广大滨州儿女前赴后继，淬炼出
“老渤海精神”。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4月16日—19日，滨州市举行“学百年
党史，看老区变化——— 追寻老渤海红色印
记”主题采访活动。

采访中，往昔峥嵘岁月，杨福生记忆犹
新。1947年，年仅16岁的杨福生加入中国人民
解放军，并于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谈起

入党，他至今一脸自豪：“遵守党的纪律，
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做群众的模
范……”“忘不了了，忘不了了……”老人
念叨着。

杨福生参军后，他参加过多次战斗。
1948年9月，杨福生参加了济南战役。经过八
个昼夜的连续作战，济南终被攻克。济南解
放后，他又参加了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

1949年5月，杨福生参加了解放上海的战
役。上海解放后，杨福生留了下来，为上海
执勤。1951年，杨福生被选入航空学校，1952
年6月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

从朝鲜战场回国后，杨福生回到老
家——— 无棣县车王镇车镇中村。1959年，他
被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此时正值经济困难
时期，杨福生主张借地给村民种胡萝卜，村
民以胡萝卜充饥，度过了难熬的岁月。即使
再苦再难，杨福生也坚信，在党的领导下一
定会过上好日子。

此后，杨福生带领群众挑沟挖壕、兴修
水利，参与德惠新河、黄河的清淤、车王镇
方田改造等工程。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以后，他狠抓农业生产。杨福生主持村委工
作长达30年，在这30年里，他紧跟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村民都称赞他热心肠、负责任。
穿越70年时空的初心和使命，离休后的

杨福生也没闲下来，他走街串巷宣传党的政
策方针，配合村子新班子工作，成为新班子
的坚强后盾。

杨福生以及千百个“杨福生”的事迹需
要被传扬，博兴县吕艺镇高渡村党史馆义务
讲解员张守垒为此兢兢业业。张守垒1960年8
月入党，早年在铁矿工作，带领职工艰苦钻
研技术，冒着生命危险试验爆破技术，成功
改进矿山微差扎破技术，解决了全矿资源问
题，后在全省推广。

退休回村后，张守垒积极参加党组织生
活。2013年，高渡村党史馆开建，张守垒建言献
策，义务提供党史资料和“八四暴动”时的历史
文物。党史馆建成后，他不顾年事已高，当起了
党史教育义务讲解员。不管刮风下雨，只要有
来参观学习的，就有他的身影。几十年的革命
历程、上百名人物的英雄事迹，张守垒娓娓道
来。最多的时候，他一个月讲了57场，一天5
场。虽然累得嗓子都哑了，但用他自己的话
说，这叫“累并快乐着”。

“杨福生”们的精神也需要被守护。博
兴县陈户镇河西村有一座为纪念在陈户战

役、冯高战役中牺牲的烈士而建的纪念塔，
而这座塔也见证了祖孙三代的无悔守护，村
民王侦祥、王玉顺、王建亮祖孙三代默默守
塔半个多世纪。

第二代守塔人王玉顺的妻子高俊兰告诉
记者，这座塔解放后就建立了，到现在已经
有60多年了。纪念塔建好后，并没有专人看
护，当时50多岁的王侦祥已经退休，主动请
示去守塔。王侦祥这一守便是近20年，直到
去世前，他一直住在塔旁搭建的小房子里。
王侦祥去世后，儿子王玉顺代替父亲继续守
护。王玉顺去世后，他的儿子王建亮接过父
亲的担子。

在纪念塔院外，守塔一家人种上了一棵
杏树和几棵青松。从王侦祥那辈起，纪念塔
周围就干干净净，这是对烈士们的尊重。
“我们经常打扫，逢年过节给他们上供。这
里不能离开人，尤其是清明，来扫墓的人
多，得打扫纸灰。一家人对这座纪念塔都有
感情了，其实我们也做不了什么，无非是打
扫一下，比起这些烈士来，我们做的又算什
么呢。”王建亮说，他们一家人还会继续守
下去。

□ 本报记者 姜斌
本报通讯员 朱林 高雷 周伟

“眼下，我们魏桥轻量化基地的多个项
目正在加紧工程收尾和设备安装调试，今年
上半年，先期5个项目将确保全部投产。届
时，每年可提供300万件轻量化挤压结构件、
6000立方米高性能泡沫铝构件、7 . 2万台铝车
身及零部件，部分铝合金锻造产品可占到国
内市场30%以上，中国最大的全流程汽车轻量
化研发制造基地和世界领先的铝制轻量化材
料研发中心将雏形初现。”4月22日，在邹平
市山东宏奥汽车轻量化科技有限公司轻量化
全车身总成及零部件生产车间，山东铝协秘
书长、山东宏桥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赵前方介绍。

4月13日，2020年度滨州市高质量发展总
结表彰大会举行，滨州市经济社会发展综合
考核和绩效考核结果正式公布。邹平市获得
新旧动能转换、乡村振兴战略、打赢防范化
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三个单项冠军。

考核结果是高质量发展的“风向标”。
近年来，邹平市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

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全力打造全省新旧动
能转换示范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
面起势、塑成优势。

紧扣绿色高端方向，邹平发力打造世界
高端铝业基地核心区，推动铝产业链不断优
化升级，向高端低碳领域迈进。“作为第一
支柱产业，去年邹平铝业主营业务收入达
2500亿元，在产能压减的情况下，同比增长
28%，中高端产品占比达65%。被科技部认定
为‘邹平国家高端铝材高新技术产业化基
地’，成为2020年度全国11家高新技术产业化
基地之一、山东唯一一家，也是唯一以铝业
为主导的基地。”邹平市委书记皮台田介
绍，今年，邹平将继续抓好轻量化、深加
工、再生铝和服务平台等四大板块建设，做
强高端铝业。推动17个在建项目年内投产，
魏桥铝深加工产业园产值突破200亿元，在开
发区布局建设第二个深加工产业园，年内中
高端产品占比达到70%、铝业营收突破2700亿
元。

据皮台田介绍，着眼构建现代产业体
系，邹平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在壮大“四
新”经济的同时，不断提升传统产业。2020

年邹平“四新”经济投资增长50%；在传统产
业减量增效、能耗下降的同时，工业增加值
稳步提升。“邹平市正在加快打造百亿级新
医药产业集群、百亿级氢能产业集群，建设
全省大数据示范园区、碳纤维产业示范园
区，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新引擎。目
前，邹平新医药产业园内13个标准医药厂房
和研发中试区即将建成，年内一期美诺药品
下线，承接长三角和国外医药新技术的中试
生产集聚区正在加速形成。”

半径203米，自动转1圈可均匀浇灌200亩
麦田，在邹平市高标准农田项目韩店项目区
大型指针式喷灌机作业现场，真正让人切实
感受到了现代农业自动化、智慧化发展的新
气象。

2020年，邹平市在韩店镇投资1200万元建
设了8000亩高标准农田。其中，在2000亩农田
上安装了12台大型指针式喷灌机。

邹平市把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作为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有力抓
手。2020年度建设高标准农田项目5个，建设
面积9 . 8万亩，目前已基本完成施工任务。
“截至目前，邹平市总计完成各类高标准农

田建设项目42个，建成面积66 . 1万亩，完成投
资7 . 89亿元，建设面积和规模均位列滨州市前
列。”邹平市农业农村局发展规划建设办公
室主任孟迪介绍，今年，邹平将再开工建设
15万亩高标准农田，加快4个品种试验基地、
2万亩良种繁育基地建设，推动粮食提质增
效。

魏桥创业集团是我省最大的民营企
业，企业内10万名来自农村的职工年人均收
入达6 . 5万元，还可享受企业提供的住房、
子女上学等服务。产业兴旺才能以工促
农、以工惠农。目前，邹平市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达到328家，其中销售收入过10亿元
的52家，辐射带动近20万农民走出农田、进
入车间、就业增收。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近三年年均增长8 . 2%，突破2万元，居
山东前列。

2020年，邹平市还通过“司法和解+战投
引进”方式，成功化解西王集团百亿债券风
险，成为国内首个成功案例。邹平市持续优
化金融环境，设立10亿元邹金产业重组发展
基金，精准实施“破圈断链”，累计化解不
良贷款近90亿元，不良率降至4 . 77%。

邹平创新驱动、智慧化应用带来高质量发展

三个单项冠军背后的成功“密码”

追寻“老渤海”红色印记
滨州市政策性农业保险

累计支付赔款7 . 6亿元

下足绣花功夫

规范“属地管理”

□记者 姜斌 通讯员 李伟伟 报道
本报滨州讯 4月24日，记者从滨州市沾化区政

府获悉，在日前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第一批国家
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典型案例中，沾化冬枣标准化示范
区典型案例成功入选全国十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典型
案例，也是山东省唯一入选的案例。

沾化冬枣标准化示范区是滨州市第三批国家级农
业标准化示范区，近年来，通过建立健全标准化体
系，创新实施标准化管理等，沾化走出了“标准助
力、产业扶贫、乡村振兴”的发展新路子，一举成为
“全国人均水果收入第一县”和“中国冬枣之乡”。

沾化冬枣标准化示范区入选

第一批国家农业标准化

示范区典型案例

□记者 程芃芃 报道
本报滨州讯 为全面了解滨籍在外人才队伍情

况，搭建在外人才情系桑梓、回报家乡的桥梁和平
台，凝聚更多滨籍在外人才为“富强滨州”建设贡献
力量，近日，滨州市拟开展滨籍在外人才信息征集工
作，建立“滨籍在外人才库”。

征集范围：主要统计本人籍贯、出生地或成长地
为滨州（符合其一即可），或目前父母长期居住地在
滨州，或曾经在滨州工作过、目前在滨州市外（包括
海外）工作生活的各类人才（含离退休人员）。主要
包括在海内外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卫生、教育、文
化、艺术、体育、金融等各行业、各领域工作，具有
副高级以上职称或硕士及以上学历的优秀人才；在海
内外大中型企业担任中层及以上职务的管理人才等。

滨州将建立

滨籍在外人才库

□记者 姜斌 通讯员 董峰磊 报道
本报滨州讯 为增进鲁青两地文化交流，日前，

山东省援青干部管理组邀请博兴县吕剧团赴青海西
宁、海北州，演出抗疫题材大型原创吕剧《连心
锁》。

据了解，吕剧《连心锁》被纳入2021年山东省对
口支援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该剧以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为背景，讲述了军、地医务工作者舍小家、顾大
家，无畏逆行，并肩抗疫的感人故事。此次吕剧《连
心锁》赴青海演出，将让齐鲁文化唱响青海湖畔，展
现鲁青两地连绵不断的深厚友谊，提升滨州的城市影
响力。

抗疫吕剧《连心锁》

将在青海上演

□记者 李剑桥
通讯员 盖志君 董伟 报道
本报滨州讯 “没想到用电子营业执照就可以在

银行开立公司账户，真是太方便了，从申请到开户完
成不到1个小时。”4月23日上午，在交通银行滨州分
行，滨州市智鑫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兰女士成
了滨州市体验“电子营业执照办理银行开户应用”第
一人，这个速度比以往带纸质材料至少缩短了一半时
间。

据交通银行滨州分行工作人员介绍，目前企业申
请银行开户业务，通过“交通银行”微信小程序发
起，经过法人授权后调用，实现数据对接与共享，简
化了电脑资料录入环节，由银行工作人员核对后办理
开户，极大提高了开户效率；与传统开户相比，电子
数据信息可代替10余项客户信息的识别和采集，减少
了5份资料信息采集和校验，而且电子营业执照具备
防伪造、防篡改、防冒用、防盗用等特性，开办银行
账户更有安全保障。

滨城区应用电子营业

执照办理银行开户

博兴：“一镇一业”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达52家，其中省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10家

□记者 姜斌 通讯员 蒋惠庆 报道
4月25日，无棣县信阳镇的胖大姐家庭农场的无公害西红柿已经进入成熟季，吸引了市民前来采摘。建于2016年的胖大姐家庭农

场有10个温室大棚，甜瓜、西瓜、黄瓜也即将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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