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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在枣庄市陶庄镇大南
庄村龙润农业生态示范园内，20多
名农民技术员正动作娴熟地进行黄
梨果期营养管理。“多亏了这些科
技民工，才让这园里的土地长出了
金子！”枣庄市十佳新型职业农
民、龙润生态示范园理事长邓连修
放眼田野，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近年来，枣庄市薛城区聚焦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人才 +”工
程，以人才驱动创新发展，破解乡
村“人才荒”，为乡村振兴注入了
坚强有力的“科技动能”。邓连修
和他的龙润农业生态示范园就是当
地科技人才创业兴农的一个范例。

“田秀才”应运而生

薛城区农业局局长褚福刚介
绍，薛城区是资源枯竭型工业城
区，农村青壮年大多外出打工，留
在家里种地的大部分是老人和妇
女。由于农技人才严重缺乏，形成
了广阔天地虽大有可为，但农业发

展明显后劲不足的尴尬局面。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派发政策红包，提
出乡村振兴战略，从国家层面释放
出支持培育乡村人才的积极信号，
为薛城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力量。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年初以
来，薛城区成立了由“一把手”亲
自抓的乡村振兴工作领导小组，邀
请省市行家里手科学论证，谋划实
施了市民下乡、能人回乡、企业兴
乡战略。同时，积极提供政策、技
术、资金等支持，引导群众崇尚科
学技术，参与生态农业、文化旅
游、电商等特色产业发展，争做对
家乡沃土有感情、懂技术、会管
理、闯市场的乡土精英农民；实施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计划”，选聘
一批以技能大师、土专家为主体的
名师，依托各类专家工作室、行业
协会、专业合作社、示范基地等，
结成师徒对子。

“今年以来薛城区先后培育特
色新型职业农民500余人次，有1300

多人成为乡村经济发展领军人才，
一大批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的
‘ 田 秀 才 ’ 成 为 乡 村 振 兴 的 骨
干。”褚福刚说。

“科技股”助民致富

2012年注册成立的沙河崖青萝
卜合作社是薛城区的“科技合作
社”，现经营规模达1230亩，入社
农户107户，主导产品青萝卜畅销国
内外。

“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育苗基
地、农技服务队、批发市场，社员
能享受全产业链服务，还打出了自
己的‘沙河崖’品牌，社员们亩均
收入要比入社前提高了3 0 0 0元以
上。”现年47岁的党员科技带头人
单德密如是说。

沙河崖青萝卜合作社只是该区
实施“人才+产业”战略的一个缩
影。薛城区筛选农村科技人才领
办、创办、兴办产业协会，鼓励农
民以土地作价、农技人员以技术作

价入股，把农村土地、劳动力、技
术、资本等要素进行重组和优化整
合。

截至目前，薛城区累计发展农
民专业合作社491家、家庭农场99

家、培育种粮大户156家，其中市级
以上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78家，
吸纳周边农户1 . 7万余人，帮助农户
年人均增收1 . 2万元。

据介绍，该区还充分发挥返乡
创 业 人 才 以 创 带 促 的 “ 倍 增 效
应”，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
模式，带动农户规模发展特色种养
加业，带动村民致富。

“党旗红”引领振兴

农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支
部强不强，核心还在“领头羊”。
为选准带头人，薛城区打破城乡、
地域、单位、行业、身份限制，从
农村致富能手、专业大户、民营企
业负责人、农民经纪人中培养，从
外出创业能人中回请，从乡镇干部

中物色下派，当好乡村振兴的开路
先锋。

周营镇小巩湖村历史上是一个
传统的经济欠发达村。为带领群众
寻富路，该镇将50岁的科技种植能
手孙中快推荐到党支部书记岗位，
创新推广“党支部+党小组+党员+

群众+致富户”模式，流转400亩土
地，发动130户社员筹资200万元，
成立了小巩湖土地合作社，发展水
泥支架永久性蔬菜大棚480个，全村
人均纯收入也由原来不足1000元提
高到4650元，2017年的村集体收入
达5 . 5万元。2018年7月孙中快被山
东省委省政府授予“担当作为好书
记”三等功称号。

“在村支部书记刘陵冠科技帮
扶下，俺们合伙种植了300亩蓝莓、
100多亩石榴。去年一年下来，合作
社销售额达到 1 2 0余万元 !”谈起
“人才+支部”的好处，沙沟镇西
界沟村蓝莓合作社负责人褚衍爽乐
呵呵地说。

“人才+”为薛城乡村振兴注入科技动能
农村大众报记者 张超 通讯员 万照广 孙中惠

盛夏季节，平原县前曹镇郑庄
村千亩玉米长势喜人。“去年，俺
把家里的14 . 3亩地都托管给了村里
的土地股份合作社统一管理。年底
每亩分红 5 4 8 . 1 6元，总共是 7 8 3 9

元。”村民刘桂新告诉记者，以前
种地很耽误时间，现在不仅省心，
收成还要比往年好。

郑庄村党支部书记郑传蓬介
绍，以前，村里东方土地都是分散
经营，年轻人多外出打工，留在村
里的也大多搞养殖或者种菜，种粮
的主力军是老人、妇女，群众想走
土地规模经营的想法迫切。

去年，郑庄村探索出了一条土
地联合经营管理的新路子，以党支
部为主导，创办了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 土地股份合作社，形成了
“党支部主导、合作社种地、老百
姓分红、村集体增收”的模式。

“农民将土地入股交给合作社
托管，由合作社进行统一耕种，再

根据收成分红，农民有了‘田保
姆’，既省心又省力，还能实现增
产增收。”郑传蓬说。

在平原县城打工的郑庄村村民

郑文亮加入了土地股份合作社，过
去农忙时他需要向企业请假回村种
地，如今，土地交给合作社打理，
他在外工作没有了后顾之忧。“播

种、浇地、施肥，我都没管过，从
去年土地托管给合作社到现在我没
请一天假，没有被扣工资。”郑文
亮说，“算起来，加入了合作社，
我的10亩地一年能比过去自己耕种
多赚两三千块钱。”

目前，村里115户村民1014亩土
地签订协议参加了土地托管。郑庄
村土地股份合作社实行“三权分
立”，村党支部行使决策权，合作
社行使执行权、管理权，全体村民
行使知情权、监督权。

“村民土地入股以后，机械作
业、种子、化肥、农药等一切费用，
都要精打细算，经测算，今年这季
玉米亩成本可以控制在 2 7 0元左
右，比分散种植降低了近1 8 0元。”
合作社副理事长李振强告诉记者。

郑庄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的集约
化、专业化经营不仅节省了生产成
本，而且精细化的机械管理更是保
障了粮食的增产丰收。郑传蓬说：

“预计今年这季玉米平均亩产1400斤
没问题。”

除了在管理经营上下功夫，合
作社还根据群众意见，由郑庄村党
支部主导设立分红标准：一次分红
底标、二次分红比例。郑传蓬告诉
记者，去年经全体村民表决，每个种
植周期末，以普通小麦900斤/亩、普
通玉米1100斤/亩的产量标准，按照
出售价格计算毛收入，再减去当年
种植成本后，按照入股亩数进行第
一次收益分红。第一次分红后，按照
50%归农户、35%归经营者、15%归
村集体的原则进行第二次分红。

去年11月9日，合作社召开第一
次分红大会，玉米种植季入股社员
每亩保底分红511元；二次分红，社
员又分红37元，每亩共分红548元。
与此同时，村集体也破零，有2 . 1万
元的收入。

“农民将土地入股合作社，由
合作社进行统一耕种，再根据收成
分红，农民成了‘甩手掌柜’，既
省心又省力，村民和村集体可以同
时实现增收。”前曹镇党委书记艾
涛介绍，现在有了党支部做坚强后
盾，今后，外出务工的青壮劳力再
也不用挂念家里的土地，而对上了
岁数的老人来说，有心无力的种地
困扰也将迎刃而解。

土地入股合作社年底分红，村民外出打工更放心，村集体收入突破零

郑庄村千亩土地有了“田保姆”
农村大众报记者 张超 通讯员 金吉鑫 张娜

虽然天气闷热，酷暑难耐，人
们恨不得找个阴凉地儿窝起来，然
而，高唐县梁村镇大李楼村种植能
人李庆江却天天忙得不亦乐乎。
“虽然现在是大热天，但是我一刻
都不敢闲，因为30亩地的金银花，
每天都有花可采，由于它的特殊
性，当天采摘必须当天烘干。”8

月13日，记者见到李庆江时他正在
自家院子里利用烘干炉烘干金银
花。

说起李庆江，是当地有名的返
乡创业成功人士。今年48岁的李庆
江，早些年一直在青岛市经营着小

生意，日子过得挺不错。2012年的
一天，李庆江在家观看一档有关致
富典型的电视栏目时，看到诸城市
一农户种植金银花的效益不错，一
直寻找其他致富门路的他，对金银
花动了心思。

接下来的日子，李庆江一有空
就通过网络、书刊等，详细了解金
银花的特性、市场效益等。“我最
终选择种植金银花，是看重了金银
花的三个优点，一是金银花属多年
生灌木，一次性投资，多年收益；
二是金银花适应性很强，喜阳、耐
阴，耐寒性强，也耐干旱和水湿，

对土壤要求不严；三是金银花是一
种具有悠久历史的常用中药，药用
价值和保健用途非常广泛，一直是
国 内 外市场 上 供 不 应 求 的 抢手
货。”李庆江介绍。

2013年，李庆江从平邑县购进
了1万株金银花苗，从此踏上了种
花致富的征程。“种植金银花必须
做足思想准备，因为前两年处于养
苗阶段，只投入不产出。”李庆江
说，他为了确保有充足的资金养护
金银花基地，2014年和2015年两年
他还种植了黄秋葵、糯玉米、绿豆
等经济作物，赚来的钱都用于了金

银花基地。
俗话说得好，不打无准备之

仗。李庆江选择在2013年种植金银
花，是有道理和市场依据的。“金
银花的市场价格规律大体上9年一
个轮回，2013年金银花价格接近谷
底，随后的两年时间就到了谷底，
但是对我来说却没有损失可言。”
李庆江说，2015年金银花的市场价
格开始攀升，而他种植的金银花基
地也到了盛花期，一亩地一年可产
100多斤干花，经济效益能顶好几亩
粮食作物的收入。

经过潜心研究和不断实践，李

庆江已成长为种植金银花的行家里
手。他告诉记者说，金银花采收最
佳时间是清晨和上午，此时采收，
花蕾不易开放，养分足、气味浓、
颜色好；下午采收应在太阳落山以
前结束，因为金银花的开放受光照
制约，太阳落山后成熟花蕾就要开
放，影响质量。除此之外，李庆江
还格外注意金银花的质量安全问
题，所使用的农药全部为生态农
药，产出的高品质金银花，几年来
一直是客商们的抢手货。

“当前制约金银花大面积种
植的关键因素就是采摘问题，由
于没有可利用的采摘机械，所有
金银花全部人工采摘，我这3 0亩
基地每年需要支付的人工费用高
达1 0万元以上。”李庆江说，他
一直期盼着有关科研单位能够研制
出采摘机械，届时不仅可以把劳动
力解放出来，还能够促进金银花产
业的大发展。

李庆江：种植金银花 迈上致富路
农村大众报记者 房孝钰 通讯员 张波 李一凡

▲在郑庄村2017年合作社分红大会上，村民喜领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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