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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庄分局联合
执法保护矿产资源
近日，广饶县国土资源局

丁庄分局联合公安、城市管理
行政执法等部门，派出执法人
员60余人，在王署埠村北、武家
大沟以南丁庄镇王署埠集体所
有土地上，对非法挖掘的3000余
方贝壳粉，动用3台机械全部进
行推平，恢复了土地原貌。

(李江西)

农村大众报平度讯 ( 记者
兰姬慧)“合作社从去年 10 月开
始进行土地流转，发展规模化经
营。” 6 月 24 日上午，在平度
市同和街道办事处的青岛金穗粮
油产销专业合作社的一处粮食种
植基地，基地负责人、青岛大度
谷物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文政说，
“现在，种粮农民的收入高了，
我们自身发展中的资金困难也缓
解了不少。”

据了解，金穗合作社成立于
2013年10月，由大度公司发起。
今年 5 月下旬，该合作社以一张
拥有 8600 多亩耕地的农村土地
经营权证为抵押，从中国农业发
展银行平度支行贷款 1 8 0 0 万
元，用于支付合作社在种子、化
肥、农药、土地流转等生产中的
费用支出。

农发行平度支行行长王民生
介绍，今年2月以来，该行经过
多次调研，根据大度公司的实际
管理水平、经营能力等条件，确
定采取“公司+合作社”的模
式，将该公司作为承贷主体的信
贷支持方案，支持其发展农村土
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

同时，结合当地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管理规
定，协调相关部门为其办理了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并根
据农民出具的同意抵押和处置
经营权的承诺，在当地农业部
门办理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抵押登记。目前，该行以金穗
合作社的权证为抵押，贷款总
授信 5000 万元，已支持其流转
土地 2 . 1 万亩。

得益于土地流转和规模经
营 ， 不 少 种 粮 农 户 也 从 中 受
益。“家里的7亩地都流转出去
了，除了一亩地能收入1000多块
钱的流转费，忙的时候咱也可
以到地里帮忙，活不累，一天
还能再赚100多块钱。”62岁的
同和街道办事处林家庄村村民
林成辉说。

63岁的于培言已经离开老家9

年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夫妇俩是
被儿子“绑架”到济南的。从2005

年离开即墨市华山镇刁庄村至今，
夫妇俩一直走在进城的路上，更确
切地说是帮儿子走在进城的路上。

于培言是一位中医理疗师，在
济南开着一家中医推拿理疗店，店
面坐落于千佛山脚下，一个多月前
刚刚搬过来。在此之前，他一直在
济南市历城区花园路上的理疗店里
做推拿理疗。

店面十几平方米，房租每年
7 . 2万元。因为刚搬过来的缘故，
现在来的客人不多，店里只有他一
人操持。于培言也想收个徒弟，但
多年来却一直未能如愿。“现在的
年轻人太没有耐性，学两天就忙着
出去挣钱了。”于培言说，曾经有
一个徒弟甚至只跟了他一个星期，
就外出挣钱了。在他看来，没有7

年到10年的学习，想要学好中医理
疗这门手艺是很难的。

于培言只有一个儿子。2001

年，儿子来到济南工作。4年后，
于培言夫妇俩也先后随儿子来到济

南。儿子在济南市一个小区居住，
但于培言不经常回去，吃饭在店面
后的房东家，晚上直接睡在店里。不
回去住，一方面为了看店，省得往返
费事，另一方面是因为儿子的房子
太小，50多平方米的房子，住着儿
子、儿媳、两个孙女和老伴五人。

于培言的儿子在济南一家企业
工作，工资每月3000多元，两个孙
女，大的4岁，小的1岁。因为孩子
小，于培言的儿媳辞掉了原有的工
作，在家专职带孩子。于培言说，
两个孙女虽然年龄不大，花钱却不
少。大孙女上幼儿园，每月收费
1000多元，加上吃、喝、穿，一个
月要2000多元。小孙女每月的奶粉

钱及其它花销也要1000多元，儿子
的工资，养活两个孩子都有困难，
更不可能攒钱买房了。换个大一点
的房子，落户济南，一直是一家人
共同的愿望。

为了尽早帮儿子完成买大房的
心愿，于培言的老伴也没有闲着。老
伴是济南市历城区的一名环卫工
人，负责洪家楼教堂附近一段长
300 多米的道路清洁工作。因为路
段临近山东大学，学生多，摊贩
多，清扫任务相对较重。老伴每天
凌晨 3 点起床，一直要清扫到早晨
5 点多，白天从早晨 8 点到下午 5

点，9 个小时，一直坚守在路上。老
伴每月工资 1300 元，虽然不多，但

很稳定。在老伴看来，丈夫开店的收
入有时还赶不上自己的工资。工作
之余，老伴还兼职拾点饮料瓶、废纸
壳子等，每月也能有个四五十元的
收入。于培言的老伴 60 岁了，家里
还有一个 80 多岁的老母亲，由于常
年在济南打工，不能经常回去尽孝，
她就往老家寄些钱。

在即墨老家，于培言夫妇还有
3 . 16亩的地，地租出去了。老家的
房子还在，但因常年失修，已经不
能居住。于培言想趁着身子骨还硬
朗，再好好干上几年。“老了动不
了了，还得指望儿子。”对于于培
言来说，只要儿子真正进入城市，
自己也就算进了城。

儿子进城打拼，他们也跟着来了。即墨市年过六旬的于培言夫妇说———

俺们是被孩子“绑”进城的
农村大众报记者 张天银 苏华宾

年轻农民靠体力和技能等，在
城镇里找到工作，相当一部人也开
始通过买房租房，把家搬进了城
里。他们年长的父母只能有两种选
择，或者选择在家空守老屋，盼望

着儿女能多回家看看，或者跟随儿
女进城，和儿女一家团圆。

家庭养老，依然会是中国农村
的主要养老的方式。家庭养老，不
仅体现在经济上，也体现在精神
上。

丧失了劳动能力的老人不仅在
经济上依靠儿女，生活上需要儿女
照顾，还需要儿女绕膝的亲情。加
上农村社会养老体制在很多地方几
乎还没建立起来，儿女搬到城里
后，留下的老人成了大问题，儿女

给他们的钱，买不来晚年应有的家
庭温馨和欢乐。年轻农民刚搬到城
里，经济收入不高，买来、租来的
房子也不宽敞，不具备把老人也接
进城一起居住的条件。随着收入的
提高，居住条件的改善，过上更好
日子的进城农民，不能丢下上了岁
数的父母，只要条件允许，就应尽
可能早地把老人接来一起生活。

我们的城镇化，不能给农村留
下的是守老屋的老人。进城路上，
不能丢下老人。

◎评论 进城路上，不能丢下老人

农村大众报滨州讯 （通讯
员李荣新 王延芳) 一条条宽敞的
柏油路铺进村庄，让出行的坑洼
颠簸成为历史；一个个干净整洁
的村庄处处吐绿，让“脏乱差”
从此画上了句号；一盏盏路灯挂
上夜空，让漆黑的夜晚变得明
亮；一个个项目的集聚入驻，撑
起村强民富的“脊梁”……

仅两年时间，6 0 个村庄、7 个
社区实现了“华丽转身”，这变化的
背后，凝聚着滨城区选派的 6 7 名

“第一书记”的为民情怀。
“活了大半辈子，真没想

到，后刘村还能大变样！”回想
着当初村里土路坑洼不平、垃圾
杂乱堆放的情景，再看看现在干
净整洁的村庄，硬化的平整柏油
路，滨城区梁才街道后刘村64岁的
村民韩祥振感慨万千。

后刘村位于黄河滩区，共108

户350口人，七成村民进城务工，
属于经济薄弱村。2012年，滨城区
从区直部门(单位)和乡镇(街道)中
选派“第一书记”，滨城区建设
局干部梁嘉然被选派到村任职，
他先后协调帮扶资金120余万元，完
成了该村总体规划、修订了村务制

度、修整了办公场所、衬砌了排水
沟、硬化了村内道路、建起了体育
广场等十余项任务目标，让村居环
境彻底变了样。

变“输血”为“造血”，和
梁嘉然一样，派驻各村(居)、社区
的“第一书记”们，自打任职第
一天起，就扑下身子，走农户、
串街巷、坐地头。在广泛征求群
众意见的基础上，结合村 ( 居 ) 实
际，分别制定“差异化”目标任
务，其中修建道路、衬砌排水
沟、建文化广场等。一件件急需
“真金白银”解决的难题，在

“第一书记”们的协调下，件件
项目得到落实，件件“民心工
程”办到群众的心坎上，使所包
村(居)公益事业得到快速发展，村
容村貌、生活条件得到明显改
观。

据统计，两年来，滨城区选派
“第一书记”单位直接或协调投入
资金2519万元，制定村庄规划40个，
新建村级活动场所40处，修建健身
广场54处，完成道路硬化76公里，衬
砌排水沟67公里，安装变压器25台，
完成绿化4 . 7万平方米，安装路灯
1659盏，设置垃圾箱522个，制定

增收项目58个，已有32个实现收
益，年集体增收129万元；联系帮
扶困难党员266名，困难群众660

名，解决各类困难问题 7 8 2 件，
群众切身感受到了身边的变化。

虽然 67 名“第一书记”任职
期已到，满载着群众的称赞回到
了自己工作单位，但他们一心为
民的精神却深深扎根于所驻村居
和社区的每一个角落。目前，滨
城区又派出了第二批“第一书
记”，47名第一书记将接过任务
“接力棒”，再次挑起为民服务
的重担……

两年时间投入 2519 万资金，解决 782 件问题

滨城区“第一书记”载着赞誉回单位

农发行平度支行

力助农村土地流转

7月2日，平邑县仲村镇马
家峪西村果农李因忠正在忙着
采摘大红桃新品种——— “蜜核
脆桃”。目前，经过 4 年精心
培育的 2 亩实验蜜桃喜获成
功， 3年龄每株产量可达 6 0

斤，单果重达0 . 8斤，现在已
被烟台、梁山和济宁等地慕名
前来的客商以3元一个的价格
抢购一空。

(张伟 郝永正 陈飞 摄)

果农自育

新品桃获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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