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超

近年来，荣成市解决农村空心化、农民老
龄化、农业边缘化等现实问题，以规模种粮为
突破口，创新实践“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种粮
收入保险+社会化服务”新模式，破解“人地
钱”瓶颈制约，2020年全市所有行政村收入过
5万元，551个、69%的行政村收入过10万元，
蹚出了稳定粮食生产、增加农村集体经济收入
的新路径。

聚焦“谁来种地”

做活土地流转文章

荣成是全省老龄化率最高的城市，老年人
占比超过30%，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部分进城务
工，打工几天就能顶种地一年，越来越多群众
不愿种地、不能种地。荣成市从土地资源上创
新突破，把遏制土地撂荒、推进综合利用作为
首要任务。一是以政策扶持为抓手。出台《关
于推动优质高效农业发展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
暂行意见》，加大对土地流转扶持力度，特别
是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流转土地30亩以上的，
每亩补助300元，连补3年，基本涵盖地租成
本，调动了经营主体土地流转积极性。2020年
全市流转土地7 . 5万亩，今年已流转3 . 7万亩，

年内将突破5 . 5万亩，为发展规模种粮打下坚
实基础。二是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引领。通
过集合村党支部的政治、组织优势和合作社的
经济优势，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把群众不愿种、不能种的土地集中流转出来，
把村内闲置劳动力集结起来，发展规模种粮等
产业。2020年全市489个村成立党支部领办合
作社，经营收入6300万元，村均收入12万元，
今年将达到630家以上，占行政村总数的80%。
三是以模式创新为手段。依托城西和夏庄2600
亩苹果预留地、滕家中国农科院700亩科研用
地，以及200多家种粮大户，试点果业龙头补
位种粮、良种院所试验种粮、种粮大户扩展种
粮等新模式，把各类经营主体和资源全部纳入
种粮链条，形成“全要素种粮”格局，切实把
种粮变成产业，年内粮食播种面积达到54万
亩、产量达到21万吨，均不低于2020年。

聚焦“怎么种好地”

做优土地托管文章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荣成地处胶东
低山丘陵区，50 . 4%是丘陵、33 . 5%是山地、
16 . 1%是平原，土壤基础地力差。近年来，荣
成以实施高标准农田和土地整治项目为基础，
以社会化服务托管种粮为支撑，实现粮食产量

稳步增长。一是加强土壤地力提升。实施荫子
镇4万亩全域土地整治项目，建成高标准农田
45万亩，占耕地总面积55%，推动土地连片整
理，优化路网布局，完善水利灌溉设施配套，
推进规模化、机械化生产作业。二是培植全程
托管社会化服务组织。实行“信用贷”，对信
用达到3A级、服务规模达到3000亩的社会化服
务组织，提供300万元无抵押、无担保的低息
贷款。集合秸秆还田、深耕深松等涉农项目予
以倾斜，培植壮大社会化服务组织12家，全程
托管服务面积达到3万亩，今年将培育专业社
会化服务组织4家以上、村级合作社3家以上，
全程托管能力达到5万亩。三是发展菜单式多
环节托管。搭建农业社会化信息服务平台，
以镇街为单位，把分散的农机、农资等资源
整合起来，与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种粮大户
等供需对接，加快单向型、单环节耕作“拼
盘”发展成多环节托管服务，实现年托管服
务能力达到10万亩，推动“种上粮”向“种
好粮”转变。

聚焦“怎么保障收入”

做好保险兜底文章

近几年荣成连年干旱，对粮食亩产量和
收入影响非常明显，通过试点推广种粮保

险，兜底保障种粮最低收入，既坚定了经营
主体种粮信心，又调动了规模种粮积极性。
一是实行“双保险”模式。本级财政拿出
240万元，对种粮主体政策性保险20%的自缴
部分予以奖补，实现小麦、玉米、花生政策
性保险全覆盖。在此基础上，率先全面推行
纯商业性质的小麦、玉米收入保险，小麦每
亩保费30元保收入750元，玉米保费31 . 5元
保收入700元，确保种植小麦和玉米亩均收
入能达到600元以上，激发村干部干事创业
热情。二是建立保险共保体机制。联合中华
联合、太平洋、平安等6家保险公司，建立
“1+5”保险共保体机制，按比例分摊保险
业务，规避保险公司“独保”风险，形成利
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共保长效机制。同时，
通过“双保险”模式做大保险资金盘子，增
强保险赔付能力，实现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规模种粮收入保险“应保尽保”。三是建立
信用评价机制。引导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与社
会化服务组织更加注重“种好粮”，把种粮
保险赔付率作为种粮“好坏”的重要指标，
纳入全市信用体系管理，对党支部领办合作
社规模种粮100亩以上、保险零赔付的，以
及社会化服务组织全程托管面积3 0 0 0亩以
上，保险赔付率低于20%的，信用等级直接
升为3A级，在涉农政策、项目扶持、评先
选优等方面优先考虑。

荣成市做好“三篇文章”

促进粮食生产稳定、村级持续增收

□陈浩 康璐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强
农兴农为己任，成为培育知农爱农新型人才“摇
篮”。学院的专家教授深入田间地头，让科技扶
贫、科技下乡成为精准扶贫扶智“新常态”，为
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山工院力量”，为打造乡
村振兴齐鲁样板贡献“山工院智慧”。

“专家服务团”科技下乡

成为脱贫致富“利器”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高度重视扶贫和乡村振
兴工作。2017年10月16日成立由该院36名知名专
家、教授组成的“山东农业工程学院省派第一
书记农业专家服务团”，打响了科技下乡、科
技扶贫的“第一枪”。

在郓城县侯咽集镇，专家服务团依托学院乡
村振兴研究院，对拟建的近1000亩现代农业示范
园进行实地测量、规划设计，绘制产业发展蓝
图，编制休闲娱乐、文化观光、特色生产相结合

的现代农业示范园区规划图。在侯咽集镇科技水
平落后的八里湾村，专家团精准指导当地农民建
设蔬菜大棚100多亩，建立高标准示范大棚3个，
成为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好帮手。

该院承担的省教育厅对口扶贫的德州市武
城县四女寺镇、聊城市东昌府沙镇、淄博市沂
源鲁村镇、德州市武城县武城镇，也有专家团
在田间地头开展科技扶贫的身影。专家服务团
在淄博市沂源鲁村镇调研时，为其确定了以农
业物联网结合畜禽养殖、电子商务结合特色产
品的精准扶贫路径，以带动该地区经济、社
会、文化、生态建设，实现脱贫致富。

“线上+线下”科技助农

成为新型人才的“摇篮”

扶贫先扶智，扶智重教育。2018年以来，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充分发挥“全国行政机关公
务员特色实践教育基地”“全国新型职业农民
培育示范基地”的作用，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战
略实施，服务现代高效农业发展需求，立足自

身专家资源和教育禀赋，依托“线上+线下”打
造出“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农村发展带
头人”“农村党组织书记履职能力培训”“农
村电子商务”等优势培训项目。

围绕我省现代农业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和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需求，以产业振兴为主

线，依托新媒体平台打造科技助农公益“云讲
堂”，分别以“防控疫情抓春耕”“全面小
康，践行科技为民”“庆丰收、迎小康”为主
题开展了3期26讲科技讲座，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不少果农在网上观看了由中国工程院院
士、果树栽培学专家束怀瑞教授主讲第一期第1
讲《苹果产业70年发展历程及未来发展方略》
公益课后，称赞道：“这种云课堂非常实用，
我们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到知名院士专家的技
术指导和服务。我们一定珍惜这么好的机会，
利用好云课堂，学好技术，管理好果树，争取
有一个好的收益。”

组建乡村振兴“智囊团”

成为订单式服务的“孵化器”

2018年，该院为深化产学研合作，成立了齐
鲁乡村振兴研究院，以打造齐鲁乡村振兴“人才
实践高地、创新策源高地、典范样板高地”为目
标，开展订单式服务，帮助“十百千”乡村振兴
镇(村)整合资源、培育成果、打造特色。

在济南市章丘区三涧溪村，优秀校友王元
虎和李少青是一对明星创业夫妻，正在为绘制
养猪创业园规划图而发愁。研究院获悉后，为
小两口设计了猪猪城堡、明星猪表演区、循环
农业示范区、猪产品生产区、百花园、百果
园、百蔬园、农事体验园和农事科普研学基地
等功能区，编制了产业园规划图。同时，还为
三涧溪村制作了最新的1:500地形图、三维实景
模型和DOM等产品，为今后全村规划设计提供
了详细、准确的基础地理信息数据。

此外，研究院还以传统村落保护为切入点，
对全省近50个传统村落进行实地调研，撰写了14
万字的报告，提出了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的对策
建议，为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开发奠定了坚实基
础。研究院先后撰写了“关于山东省村庄规划问
题的提案”“关于我省田园综合体试点项目建设
的提案”“关于加强农村殡葬用地改革的提案”
等提案，受到省领导的肯定。

近年来，研究院还通过学生专业技能大
赛、大学生国创项目申报、学生社会实践等各
种渠道，反哺教学，积极为“三农”培养各类
专业人才，助力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

坚守为农初心使命 打造乡村振兴智力“引擎”

□臧智强 娄晓静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山东在打造乡村振兴齐
鲁样板中，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
步、农民全面发展。这对农牧高职教育提出新
的更高要求，也为农牧高职教育带来难得发展
机遇。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建校66年来，始
终坚持扎根畜牧业、服务畜牧业办学宗旨，甘
做智慧畜牧老黄牛、乡村振兴拓荒牛、农牧职
教孺子牛，为农业农村培养了大批下得去、留
得住、用得上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2021年5
月，学院被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教育部职
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联合推介为乡村振兴人才
培养优质校。

围绕产业办专业 助力产业振兴

学院植根山东农牧产业沃土，紧紧围绕山
东农牧经济发展、对接新产业、新业态设置专
业，设有畜牧兽医、动物医学、食品检测技
术、药品质量与安全、宠物养护、电子商务等
30个专业，建立从“牧场到餐桌”全产业链的

专业体系，服务农牧产业产前、产中、产后各
环节。为适应现代智慧农牧业发展，学院积极
发展设施农牧专业、智慧农牧专业和农牧业管
理类专业，升级传统专业8个，加强新农科国际
范式专业建设，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专业群(畜
牧兽医专业群)建设工程，形成结构优化、重点
突出、内涵先进、特色凸显的专业群体系，提
升专业服务产业发展能力。

校企双主体育人 助力人才振兴

学院不断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经过30
多年办学实践，形成了构建校企命运共同体“山
牧模式”，为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奠定了坚
实基础。学院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农牧行业
龙头企业共建新希望六和农牧学院、益生农牧科
技学院等10个特色二级学院；校企共建股份制生
产性实训基地9个，实现校企人才共育，形成双
元育人、工学融合、能力递进、专业+创新创业
等人才培养模式。引进世界一流技术、设施设
备，运用5G、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打造种
养结合、农牧循环的智慧农牧示范园、高素质人
才培养和农牧科技创新高地，为乡村振兴提供坚
实的人才支撑。

发挥科研技术优势 助力生态振兴

学院以自身省、市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
中心、大师工作室、技艺技能传承创新平台等
为载体，实施科研突破提升工程，校企联合开
展关键技术攻关，破解一批制约行业发展的
“卡脖子”技术难题，加快推进现代农牧产业
创新发展。日喀则市是世界著名的青稞之乡，
因青稞秸秆过硬、口感极差，饲喂牛羊平均利

用率只有40%-50%。学院副教授赵满达作为山
东省第九批援藏干部，提出了青稞秸秆综合利
用方案，将青稞秸秆氨化，试验后数据显示，
氨化后的青稞秸秆饲喂利用率高达95%以上，营
养价值提升36%左右。随着青稞秸秆高原氨化技
术在全市境内推广利用，每年可减少采购青干
草资金16亿元，减少近30万吨青稞秸秆造成的
环境污染，对日喀则市畜牧业发展起到重要的
推动作用。

打造农牧文化品牌 助力文化振兴

学院深入发掘优秀传统农牧文化的思想观
念、人文精神，建设以“创新务实”为主题的
学院特色核心文化，打造“创业文化”“骏马
文化”特色文化品牌。校企合作开展文化共
建，通过组织企业宣讲会、明星校友进课堂、
工匠精神进校园等活动，将企业文化融入校园
文化，进一步提升育人环境，促进农牧文化传
承和创新，提升乡村振兴内生动力。2020年10
月31日晚，一场文艺盛宴在沂南县湖头镇刘岭
王湖村文化广场上演，来自学校的青年志愿者
服务队师生们为村民们表演了丰富多彩的文艺

节目，受到热烈欢迎。不仅丰富了村民的精神
文化生活，营造了良好的乡村文化氛围，同时
也提升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为乡村振兴
注入新的文化魅力。

创新扶贫服务模式 助力组织振兴

学院经过长期实践，形成了“一基地、二
平台、三队伍、四品牌、五帮扶”助力乡村振
兴服务模式，构建起覆盖山东、辐射全国的庞
大技术服务网络。培养乡村基层组织领路人、
科技致富带头人，通过开展畜牧兽医专业技
术、农产品质检技术、电子商务等培训，把先
进的生产理念、技术、设施、经营模式传播到
中西部，促进当地农牧经济发展。开展“科技
服务万里行”“百名专家联牧场，产教融合助
振兴”等活动，师生足迹遍布山东及中西部11
个省份，指导大型养殖企业及养殖户3276家，
示范推广标准化养殖技术32项，累计增加产值
过亿元。选派干部和骨干教师，开展援助海北
州现代生态畜牧业发展、对口支援西藏日喀
则，到重庆市承担科技指导等工作，助力当地
组织建设，服务当地农牧民增收奔小康。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高质量发展农牧职业教育 为乡村振兴赋能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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