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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莱芜讯 (通讯员纪荣军
杨亮)一公斤鲜嫩芹菜芽能卖到

60 元！看似不可能的价格在莱芜市
莱城区明利蔬菜种植合作社变成了
现实。据了解，该合作社的 10000
亩蔬菜基地已经顺利通过国家农业
部无公害认证，其中通过中国有机
食品认证的有机蔬菜基地有 1000
亩。该合作社现拥有社员 217 户，
与市内银座超市、馨百超市、十八
乐超市建立供销关系，部分产品远
销到了上海、北京、天津等地，年
实现销售收入 800 多万元，户均增
收 3 . 68 万元。

莱城区以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
作为调节农业市场的杠杆，通过政
策优惠、典型引导、资金扶持、技
术服务等有力措施，帮助和引导各
镇因地制宜多渠道、多形式兴办各
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这些农民合
作社，被当地群众亲昵地称为农民
增收“俱乐部”。在莱城区，像这
样的农民增收“俱乐部”已经发展
到近 400 家，入社社员 15270 人，
注册资金总额 6230 万元，其中超
过 100 万元的达到 161 家，覆盖农
产品种植、畜禽养殖、农机服务、
乡村旅游等领域，呈现出行业类别

多、分布区域广、合作规模大等特
点。各专业合作社规模经营、规范
运作，外接国内外大市场、内连千
家万户小生产者，把单打独斗式的
分散种植，变为市场化运作、公司
化管理的抱团发展，提高了农业生
产的产业化经营水平和农产品的市
场竞争力，辐射带动全区 4 万多农
民共同创业致富。

莱城区在积极引导农民群众加
入合作社的基础上，不断探索新型
农村合作社发展新模式，将股权
化、股份化运行机制引入专业合作
社，通过土地入股、资金入股、技

术入股等形式，让越来越多的农民
群众不仅入社当社员，还入股成股
东。

身份的转变带来观念的更新。
因此，入股的社员参与合作管理运
营和积极性更高了。寨里镇公家庄
土地股份合作社就是莱城区推行合
作社股份化的成功范例：该合作社
成立于 2010 年 5 月份，是莱城区
首家以“合作社+龙头企业+农户”
形式实行土地入股、收益分红、公
司化运营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合作
社与山东万兴公司签订合同，村民
流转一亩土地承包经营权折算为一

股，每股每年保底收入为 600 元，
合作社收益的 80% 用于按股分红，
20% 用于对社员的培训和奖励。合
作社社员可优先到万兴公司的农产
品基地打工。同时，万兴公司还以
高于市场价格 0 . 1 元到 0 . 3 元不等
的保护价收购社员分散种植的农
产品。这样，加入股份化合作社
的 社 员 至 少 能 获 得 四 笔 收 入 ，
即：土地保底收入、入股分红、
打工收入和订单式种植收入，使
得 农 民 收 入 大 幅 提 高 。 截 至 目
前，莱城区股份性质的农民专业
合作社共有 15 家。

本报济南 6 月 2 日讯
(记者单体敏)记者今天从省教
育厅获悉，今年我省参加高考
的人数为 588569 人，较去年减
少 5 8 4 0 7 人 。其 中 ，文 史 类
158862 人，理工类 309544 人，
艺术文 59911 人，艺术理 11667

人，体育 10667 人，高职对口参
加考试的 37918 人。

据介绍，截至目前，我省
汇总的招生计划情况为：总量
529983 人 (含高职对口 27388

人)，本科 240136 人(含高职对
口 1560 人)，专科 289847 人(含
高职对口 25828 人)。与去年同
期 相 比 ， 总 量 比 去 年 增 加
16005 人，普通本科增加 15496

人。

本报济南 6 月 2 日讯 (记
者单体敏)记者今天从省教育厅
获悉，今年高考有 5 个方面的变
化：

调整录取批次。今年将本
科二批和本科三批合并为本科
二批，新增加了自主招生批次，
进一步理顺了录取批次；继续
推进分批次征集志愿工作。
2011 年将分批次征集志愿工
作推进到本科二批，即在本科
二批、专科一二批次实行分批
次征集志愿；允许高考文化成
绩达到相应要求的艺术、体育
类考生在同一批次内自由选择
填报艺术类、体育类或普通文
理类志愿；继续强化高中学业
水平考试和中学生综合素质评
价在高校招生选拔体系中的作
用。专家参与录取试点将从原
来的 2 所增加至 10 所本科高
校；改进和加强招生录取的管
理，严肃政策，结合实际，权
责分明，优化过程。一是进一
步明确军事、公安等招生院校
的主体责任，扩大院校招生自
主权。二是取消独立学院、民
办学院和中外合作办学专业与
考生在填报志愿前提前签订协
议的做法。

本报东营 6 月 2 日讯 (记者郭
杰)5 月底 6 月初，东营市东营区龙
居镇 1800 多户蚕农懵了：还有不到
七天就能结茧卖钱的春蚕大量萎
缩、出水、死亡，蚕农不得不含泪
将春蚕一批批扔掉。半年辛苦打了
水漂，农民损失千万元。

6 月 2 日，东营市东营区龙居镇
湾东刘村村民刘幸福告诉记者，他
们村的蚕在 5 月底 6 月初出现“集
体绝食”几近“全军覆没”，但他
家养的两张半蚕长势还算不错，没
有看出任何异样。做梦也没想到的
是，刚过两天， 6 月 2 日，他家的
蚕在五龄第八天，就要吐丝作茧的
时候也不吃桑叶了，身体开始萎
缩、出水，死亡。刘幸福家的蚕是
湾东刘村今年养得最好的，但成茧
率也没有超过 10% 。

湾东刘村今年有 70 多户养蚕，
养了 182 张。村民告诉记者， 5 月
22 日，就有细心的村民发现四龄蚕
不吃桑叶，出现萎缩，还有的休眠
不醒或褪不下皮来。 5 月 27 日，大
部分蚕进入五龄期，本是食量最大

的时候，却吃得越来越少，到 28
日、 29 日，开始大量死亡。到 6 月
2 日，全村绝大部分农户家的蚕死亡
殆尽。没死的，也作不了茧了。肚
子里没有丝，全是水。

在西史村，村民史宪忠一开始
养了 6 张蚕，他亲家也养了 6 张，
后来，亲家因故不养了，他就接了
过来，并投资 3 万多元盖了新大
棚，结果 12 张春蚕全部死亡。

随后，记者又走访了尚家村，
情况和湾东刘村基本一样。

“我们家养了 4 张半蚕，昨天
下午刚用车子推出去扔了。”该村村
民尚中天说(化名)，尚家村有养殖户
80 多家，共养殖春蚕 200 张，80% 的
蚕在五龄第一天就出现流水、腐烂现
象。村民一开始还不舍得扔，养到五
龄第四五天的时候，发现蚕肚子里都
烂成了酱，只好忍痛扔掉。

龙居镇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全镇已有 4500 张蚕死亡，涉及 42
个村 1800 户蚕农。

在尚家村村头，记者看到村民
扔掉的大量死蚕。

蚕农的损失到底有多大？有村
民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每张春蚕的
产量大约在 90-100 斤，去年蚕价达
到了历史最高点——— 每斤 23 . 5 元左
右。今年，春蚕收购价一路飙升，
蚕农预计今年春蚕价格将达到每斤
26 元左右。他们估算，不计人工和
投入成本，龙居镇蚕农的损失将会
在 1000 万元以上。

至于患病原因，蚕农说法不一，

大部分蚕农认为桑叶受了污染，有个
别蚕农则怀疑蚕种有问题，目前仍没
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记者在龙居镇政
府了解到，该镇已将相关情况向上级
政府做了汇报，区里启动了应急预
案，蚕农马上就可领到每张蚕 300 元
的救助资金。另外，6 月 1 日镇政府
邀请了省、市、区里的专家到现场进
行了调查，采集了病蚕及桑叶样本。
蚕农都在焦急地等待鉴定结论。

沂水县沂水镇西朱家庄村在
《村规民约》中规定，村民要热爱
集体，要尊老爱幼，要扶贫助难，
要邻里互尊互敬、互谅互助、团结
和睦等。规定有了，如何引导村民
去遵守、执行才最为重要。朱家庄
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刘文玲
说：村里有相应的配套措施。这个
村从 2004 年开始，每年要评出 10
户好媳妇、 10 户好婆婆、 10 户五
好文明家庭。评选的要求，就是

《村规民约》中的规定，看哪个村
民执行得最好。对评选出的这些先
进典型，村里召开全体村民大会大
张旗鼓地宣传，并给予物质奖励。

胶州市阜安街道办事处胜利村
的做法和西朱家庄村有相同之处。这
个村用评选五好家庭的办法，引导村
民遵守《村规民约》。在这个村，村民
把自家能不能评上五好家庭看得很
重要，因为这不仅关系着自家的脸
面，还有每年递增的“大红包”。

记者在各地采访时发现，起作
用的《村规民约》，都有一个共同
之处：村里不仅制定了合适合时的
《村规民约》，还制定了相关的办
法，引导村民去自觉地遵守。

费县上冶镇民义村的《村规民
约》倡导村民要简办喜事、丧事，
如办丧事，该村要求招待饭菜一桌
不能超过 1 0 0 元的标准。今年春
天，有一户村民家的老人去世了，
那户村民觉得家里条件也可以，就

想把“场子”办得大一些。村干村
听说后，劝说这户村民：你们家这
次办丧事，大伙可都看着哪，要是
从你们家开了口子，村里多年的好
规矩可就破坏了。在村干部劝说
下，那户村民按村里的规矩办了丧
事。 (下转 A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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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城四百合作社成农民增收“俱乐部”

春蚕大批死亡 农民损失千万元
涉及东营市东营区龙居镇 42 个村 1800 户蚕农

村规，在遵守中成为民约
日子久了，村民养成了好习惯，村庄形成了好风气

本报记者 孙成民

④

尚尚家家村村村村头头，，村村民民扔扔掉掉的的死死蚕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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