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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旬，在威海市文登区葛家
镇议城村，由5个省定贫困村和22个
经济薄弱村参股的650亩新型苹果
园，正在旺盛生长。27个村的牌子立
在地头，仿佛一张张股票，表明了各
村享有的权益。

而这一切，都得益于各类政策
资金以及市场资本、技术的大整
合、大投入和大分配。扶贫、农田
水利、土壤修复等单个政策目标，
在这一个大项目中集中完成了。

合兵一处，

扶贫项目不在贫困村

议城村不是贫困村，也不是薄
弱村。但这个让5个省定贫困村和22

个经济薄弱村受益的项目，最适合
在这里建。这里土地成方连片，方
便流转，且有大量耕地可供项目扩
建。议城村以每年每亩700元的价
格，为项目提供了土地。

葛家镇的5个省定贫困村，按
政策每村有30万元产业扶贫资金。
除一个村已建设扶贫项目外，尚有
120万元的扶贫资金。市区两级部门
共有包扶资金189万元，以及农业等
部门的政策资金和物资折合共140万
元，镇里还出了50万元。这些钱和
物资加起来，共计499万元。今后，
政策资金还会追加，总规模大概为
600万元。凭借政府出资，每个省定
贫困村获得30亩地的股份，250户以
上的“空壳村”获得2 5亩地的股
份，250户以下的“空壳村”获得20

亩地的股份。目前，项目已吸引一
家北京的公司参股，对方大约提供
400万元资金。今后的收益，由公司
与这27个村按四六分成。

这片果园的管理、技术、销售
等环节，由公司负责。但是村庄作
为股东，要帮助公司寻找劳动力，
提供协调，并进行监督。

就这样，土地、资金、管理、
技术在这片650亩的果园里集结了。

借力用力，

扶贫搭果业升级便车

走进葛家镇，到处是苹果园。
据镇党委副书记吴海军介绍，葛家
镇约种植5万亩苹果，有着20年以上
的种植历史。

“去年种苹果赔钱的，都是老园
子，一斤卖不到1元钱。而那些直径80

毫米以上的优质果，每斤都能卖上2

元以上，不赔钱。”吴海军说。在议城
村的新果园，技术几乎都是最新的。
吴海军说：“这些纺锤形的苹果树，
产的果直径几乎都在80毫米以上，赔
钱几乎不可能。”

今年4月栽树，果园将在5年后进
入盛果期。在没有收益的前三年，公
司为贫困村托底。每个村3万元的保
底收入，可确保完成脱贫任务。到盛
果期后，一亩地至少有5000元利润，
27个薄弱村参与到分红。最保守地估
算，平均每个村通过入股果园，每年
收入至少10-12万元。各村按股获得
的利润，除了必须用于分配给精准

扶贫户的外，还可留作村集体收入。

钱花在刀刃上，

涉农资金高效又公平

按照亩投入1 . 3万元的标准，30

万元产业扶贫资金由一个村去支
配，建不成30亩最新式的苹果园。
但现在，所有村合在一起，与专业
公司协作，同样花出去600万元，效
率要高得多。

按照协议，公司管理果园后，不

仅要保证短期脱贫，还要在果园到
期后，保证由政府出资的600万元实
现保值增值。吴海军说：“一般来说，
果树20年后该淘汰了。双方清算所积
累的资产时，还是按四六分成，公司
要保证这些村获得不低于600万元的
资产。如果达不到，公司要补齐。”吴
海军认为，每年留取的风险金加上
固定资产投入，要实现600万元的保
值增值，几乎不成问题。

吴海军觉得，这样花政府的钱，

不仅高效，而且公平。作为一名有多
年基层工作经验的乡镇干部，他说：

“过去涉农政策资金的使用，大都集
中到一个地块上，只能让个别大户
受益。而这些人，本来就是农村比较
富裕的人。现在，这些整合起来的资
金，通过股份的连接，不仅能扶贫，
还能将薄弱村带动起来，真正把钱
用在了最需要的人身上。”

农村大众报记者 花宇
通讯员 王海政 张小寒

4类499万元政策资金集中投入到了650亩地，文登葛家镇———

涉农资金集结，27个薄弱村成现代果园股东
3年确保脱贫，20年确保增值

农村大众报北京讯 （记者李
伟）8月25日，记者从在北京举行的
控释肥料国际标准颁布实施研讨会
上获悉，由中国主导制定的控释肥
料国际标准已由国际化标准组织
（ISO）颁布，填补了控释肥料没
有国际标准的空白，同时提升了中

国肥料行业的国际话语权，有助于
中国更多肥料企业“走出去”。

据了解，控释肥料国际标准由
上海化工研究院、金正大集团和山
东农业大学等单位共同参与制定。
据国际标准制定亲历者、上海化工
研究院检测中心主任刘刚介绍，

2012年中国便向国际标准化组织提
出了控释肥料国际标准的申请，期
间国际组织向22个成员国征求过意
见，2013年2月该标准正式立项，期
间经过五个阶段的反复讨论，多次
修改，最终在2015年底达成共识，
投票通过，今年4月正式颁布。

对此，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材料
工业司副司长潘爱华认为，这标志
着我国在控释肥料领域拥有的国际
话语权和国际竞争力日益增强，通
过标准的国际化来带动产业的国际
化，有助于我国化肥行业“走出
去”。

中国氮肥工业协会理事长、石
油和化学工业规划院院长顾宗勤认
为，控释肥料国际标准的颁布实施
具有里程碑意义，将在规范肥料市
场、肥料生产、肥料贸易方面起到
标杆作用。同时，还会成为化解当

前氮肥行业产能过剩的积极因素。
金正大集团作为此次国际标准

的起草单位之一，2007年至今，先
后参与制定肥料的行业标准、国家
标准和国际标准达9项，集团已经
建成全球最大的缓控释肥生产基
地。国家缓控释肥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主任、金正大集团董事长万连步
表示，下一步，将以控释肥料国际
标准的颁布实施为契机，加快标
准、技术的宣传与推广，让更多的
人认识、了解这项技术，并向国内
同行业输出技术。

控释肥料“国标”，中国主导制定
已由国际化标准组织（ISO）颁布，填补国际空白

进城打工，地退不退？记者采
访多名农民工发现，多数农民并不
想退出自己在村内的土地承包权、
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
在他们看来，村里的地和宅是他们
的退路。个别想退出的，则以事业
发展顺利为前提。

地和房是退路

8年前，齐河县焦庙镇的一位
农村小伙子卖掉了自己在村里的
房，地也退给了村集体。拿着这两
笔钱，小伙子只身来到莱芜市创
业。8年后，因经营不善，小伙子
破产了。家乡没了地和房，小伙子

只能背着一身债到青岛打工。这是
齐河县焦庙镇曹虎村村民黄彩彩表
哥的故事。

也是8年前，黄彩彩从老家去青
岛市城阳区打工。从20岁离家到现
在，她结了婚生了子却没攒下多少
钱，黄彩彩说她有时想回农村。“我
和我老公各自换了多份工作。虽然
我们很努力，可一直难以真正改善
生活状态。”黄彩彩感叹。

黄彩彩进城前没有处理掉村里
的宅基地和耕地，这也成了现在她
唯一欣慰的事情了。“幸亏没跟表哥
一样，不然现在可能什么都没了。在
城里没有安全感，倒不如回家种地

来得安心。”黄彩彩说。

城里扎了根

国家新近出台的政策中指出，
要维护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权、
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
要通过健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
场，逐步建立进城落户农民在农村
的相关权益退出机制。

对于村内权益，在济南市历城
区二环东路开理发店的小伙子郭健
倒是持开放态度。他来自高唐县农
村，专科毕业后就来到济南打拼。
“如果我的事业能够发展平稳，我
会考虑退出这部分财产权益。毕竟

有了这笔钱，可以投入事业上。”
郭健说。

在济南经营一家装修公司的张
元泰与此看法相同。2003年，张元泰
从禹城市辛店镇来到济南，在一家
装修公司当小工。如今，张元泰在济
南买了房，老婆、孩子也都在这儿生
活。“我现在已经在济南扎了根，有
没有地关系也不大。”张元泰说。

有偿退出需谨慎

“承包地和宅基地的有偿退
出，要针对不同的情况区别对待，
但原则上要保证农民进退有路。”
山东省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

究员王新志说，“进城务工的农民
工分很多种情况，已经在城镇稳定
落户、有了住房和稳定收入的人可
能会觉得无所谓。但对未扎下根的
农民来说，风险太大。”

“现阶段政府还是应该循序渐
进，在政策配套上做好细节文章，提
前做好应对措施。”王新志说。

进城打工，地退不退？
有人退地拿钱进城创业，有人流转进城留条退路

农村大众报记者 刘真真 戎宁

发现鱼病药早用，
增产增收有保证。

七月菱角八月藕，
九月才吃老鸡头（米）。

▲▲ 议城村由政策资金与企业共同投资、由27个薄弱村参股的新型苹果园正在旺盛生长。立在果园的
地头的牌子,标示着每个参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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