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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大众报济南讯 （记者马
磊） 8月 1 7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
“实施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系列
新闻发布会第十一场，解读了近日省
政府印发的《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现
代高效农业专项规划（2 0 1 8- 2 0 2 2

年）》（下称《规划》）。
省农业厅副厅长庄文忠介绍说，

在目标任务上，《规划》提出到2022

年，农业新旧动能转换取得重要阶段
性成果，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到
1万亿元以上，现代高效农业增加值
力争达到1200亿元，基本形成以新动
能为主导的科学技术先进、物质装备
优良、组织方式高效、经营主体集

约、农产品市场繁荣的现代高效优势
产业，半数以上的县（市、区）基本实现
农业现代化，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增幅高于城镇居民。到2028年，农业
新旧动能转换取得显著进展，为全省
实现农业现代化，引领全国农业农村
现代化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庄文忠介绍说，推动现代高效农
业发展、实现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
的基础。《规划》侧重从新旧动能转
换的角度，推动农业产业振兴。《规
划》坚持用工程的办法推动目标任务
的落实，具体提出了重点实施的十二
大工程———

（下转A2版）

2017年初，邹城市太平镇率先
在92个村庄实现食品安全电子网格
化管理全覆盖，“有食品安全的事
儿就找专职副主任”渐渐成为该镇
居民的共识。

谈起建立食品安全网格化管理
体系初衷，邹城市食药监局局长王
振兵介绍，新《食品安全法》总则
提出了：预防为主、风险管理、全
程控制、社会共治十六字原则，这
是我国在食品安全基本法律里引入
全新的食品安全治理理念。太平镇
在每个村设立专职人员，协助食药
所工作人员进行日常的预防管理，
实现食品安全的早防早治、社会共
治。

村村有专职副主任

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路早在几

年前邹城就找准了，可如何整合各
个责任部门的力量？邹城市下辖镇
街太平镇一直在寻找实现“社会共
治”的“突破口”。

邹城市太平食药所所长刘明告
诉记者，他们的工作思路是充分发
挥镇食安办组织协调作用，依托网
格化监管平台，把静态的网格提升
为动态的监管，逐步整合监管力
量，形成以网格服务中心——— 网格
服务站——— 网格服务员——— 群众的
四级网络服务体系。

2016年，为了适应食品安全网
格化电子平台监管工作的开展需
要，太平镇研究决定将全镇各村食
品安全协管员全部更换为村级综治
专职副主任，全部重新选拔任用，
出台了《关于设置村级综治办专职
副主任的办法》。

“目前，全镇92个村设立了95名
综治办专职副主任，11个办事处设
立 了 1 1 名 食 品 安 全 网 格 化 管 理
员。”刘明介绍，农村集体聚餐等
食品安全问题，通过数据平台上报
后，网格化平台分流信息，联系食
品药品监管所。

中鲍村的汤锋先就是一名专职
副主任，从去年当选这一职务以
来，村里只要有红白事或是大型集
市，他都提前三天通过手机上报到
平台。用他的话说：“保护好村民
‘舌尖上的安全’我也有一份责
任。”前不久，该村村民杜士梅在
外地打工的儿子回村办喜宴，汤锋
先了解到情况后，及时上报到平
台。食药所的工作人员下村联合专
职副主任汤锋先到聚餐现场进行督
导和快检，并与聚餐主办人、承办

人（流动厨师）签订责任书，各执
一份。就这样，一场夏季农村大型
食品安全隐患就提前预防住了。

筑牢农村食品安全根基

据介绍，太平镇出台的《关于
设置村级综治办专职副主任的办
法》明确了综治办专职副主任职
责，具体包括：食品药品经营的协
助管理；协助排查负责网格内食品
安全隐患；督促无证食品经营户及
时办理相关食品经营许可；认真落
实农村集体聚餐备案和申报做好农
村大集食品经营户的巡查登记；发
生食品安全事件时及时上报并保护
现场。

此外，文件还规定了综治办专
职副主任的工资补贴。“1000人以
下村每月300元，1000人至2000人的

每月350元，2000人以上的每月400

元。”刘明介绍，除基本工资外，
对提供食品药品安全隐患信息的协
管员，信息查实后每条奖励50元。
为了让综治办副主任更好地开展工
作，太平镇还配发了统一的服装，
并且专门印制了专职副主任专用的
工作文书。平阳寺办事处网格管理
员周峰告诉记者，他作为办事处网
格管理员除了一般的职责外，还负
责收集各村专职副主任的工作文书
进行上报。

邹城市食药监局副局长赵庆贤
认为，依托镇综治网格化电子监管
平台，通过手机终端协助食品安全
工作的优势，已经初步显现，打通
了全镇农村食品安全的“最后一公
里”。

农村大众报商河讯 （记者唐
峰 通讯员张鸣）8月18日上午，
在商河县龙桑寺镇油坊张村沙河尚
家庭农场，第一届“龙桑贡梨”采
摘节开幕！这个由镇政府主办，沙
河尚家庭农场承办的采摘节，开幕
式当天就吸引了上千名游客到访。

沙河尚家庭农场成立于2014

年，辐射周围农户1000余亩，农场种
植的“龙桑贡梨”荣获山东省十佳优
质农产品”“绿色食品认证”。

在菏泽市牡丹区大黄集镇，来
自省科协的王晶、周刚和来自省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的王仁义、张作
功、汪涛等5名第一书记，自驻村
以来，同筹谋、共策划，在带领帮
包村乡村振兴、产业发展之路上携
手前进。为改变帮包村无主导产
业、无集体收入的现状，他们将特
色种植产业作为着眼点和突破口，
为当地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打下了坚
实基础。

专家论证严把关，

确保项目“接地气”

为选准项目，五名第一书记以
科学严谨的态度，紧紧依靠派出单
位，发挥省科协专家联络优势，请
省农科院、省中医研究院、省农技
协等专家先后5次赴大黄集进行考
察调研并对土质进行化验，召开专
家研讨论证会，探讨药材种植的可
行性以及最适宜发展的品种。最终
达成一致，认为牡丹区发展中药材
种植产业符合当前农业供给侧结构
改革的要求，同时作为中药材半夏
的传统道地产区，可将半夏作为推
广发展的首选种植品种。

综合前期了解到的情况，选定
种植品种后，能否推广成功、达到
预期效果，关键在于掌握正确的种
植技术，提高机械化耕作程度，建
立稳定的销售渠道，购买到优质种
苗。为此，五位第一书记分工合
作，在镇党委政府的支持下，先后
到鄄城、东明、巨野、沂水及河南
濮阳、甘肃天水、河北安国、河北

定州等地考察，全面考察半夏市场
行情，了解半夏种植收获及产地初
加工机械，学习调研半夏种植模
式，了解施肥浇水、倒苗管理等关
键技术，并考察优质种苗来源，考
察行程达10000多公里。

由于许多考察地点都在山区，
交通不方便，没有合适的公共交通
方式，只能驱车前往；为了节省时
间，五名第一书记分赴不同地点考
察，路上除了停车吃一点简单的快
餐，常常是一人开车累了，换另一人
继续赶路；为了节约有限的经费，第
一书记们常常是星夜往返；为了更
深入了解半夏生长特性，他们总是
走过堤坝旁，穿过玉米地，脚下布满
泥，遍体划痕伤；为了确保种球质
量，他们直接赶到种源地，自己动手
装袋、搬运，弄得个个灰头土脸，累
得腰都直不起来。连供应商都说“没
见过这样认真、实干的干部”……考
察归来，第一书记们总是不顾疲惫，
连夜召开党小组会，汇总各组考察
情况，商定下一步行动方案。由于配
合默契、工作高效，在最短的时间内
确定了沂水野生狭叶、安国桃叶两
种不同的半夏种源，并于当年即开
展了半夏秋种的实验、示范性种植，
又于次年春天开展了不同球茎半夏
种苗的试种工作。同时，为建立稳定
的产品销售渠道，多次奔赴药企洽
谈并达成保护价包收协议。

分步实施稳起步，

示范推动抗风险

针对先期投入较大、试种农户

负担较重、起步困难的问题，在两
个派出单位的支持下，为帮包村提
供了部分中药材种植产业启动扶持
资金；为加强种植及市场风险抵御
能力，党小组多次研究，决定按照
示范引领、分步实施、典型带动的
步骤，在五个帮包村精挑细选吃苦
耐劳、有种植经验和学习能力、有
推广热情和能力的农户进行试种，
在专家和种植能手的指导下，进行
试验、示范性种植20亩，其中秋种
1 0亩、春种1 0亩，成功后进行推
广。

悉心观察勤照料，

科学管控保苗情

为及时把握半夏长势及出现的
问题，第一书记们把半夏当成了自
己的“孩子”，几乎一有时间就会
靠在地里，观察着、讨论着、记录
着……同时，为了总结经验，巩固
成果，数次特邀省农科院专家陪同
调研并到帮包村实地指导半夏种
植，在郓城第一书记半夏试验田、
省农科院鄄城中草药试验基地、五
个村半夏种植试验田、河南濮阳种
植能手半夏种植地等，都留下了专
家和第一书记们的足迹。在不断沟
通接触和共事的过程中，专家们被
五位第一书记的工作精神深深感
动，鼓励、称赞第一书记为半夏种
植专家，并给予了第一书记们热情
而毫无保留的指导和帮助。

在此基础上，五位第一书记邀
请镇相关领导、帮包村干部及种植
户代表，多次召开半夏种植管理技

术指导座谈会，请专家对半夏种植
及管理进行详细讲解，帮助当地农
户提高对半夏种植关键技术要点的
认识，了解常见病虫害的防治方法
和常用药物。

目光长远谋发展，

规划先行绘蓝图

目前，20亩半夏种植示范田长
势良好，试种农户对周边农户的带
动、示范效应也初步显现，“鲜花
若盛开，蝴蝶翩自来”，帮包村村
民对中药材种植兴趣更浓了、参与
热情更高了。为了下一步有效推进
半夏种植，提高种植户的积极性，
第一书记们协助镇党委政府起草了
《菏泽市牡丹区大黄集镇中药材种
植发展规划》，为下一步的科学发
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经过测算，发展半夏等中药材
种植，农民土地产值可提高至原来
的 4 - 7倍，对于发展生态高效农
业、促进农业转型升级，促进农民
增收、脱贫致富意义重大，正如省
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中草药创新
团队首席专家王志芬所说的那样，
“半夏种植已拉开当地农业产业结
构调整的序幕”。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
人更高的山；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
顾风雨兼程。”五名第一书记将继续
在产业转型、助力扶贫的道路上坚
定前行，以打造中草药发展的齐鲁
样板，树立“菏半夏”品牌为奋斗目
标，为精准脱贫、乡村振兴探索出一
条行之有效的产业发展之路！

处暑天还暑，
好似秋老虎。

处暑天不暑，
炎热在中午。

我省将实施现代高效农业十二大工程
2022年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到1万亿元以上

太平镇村村有专职副主任监管食品安全
全镇92个村设立了95名综治办专职副主任，11个办事处设立了11名食品安全网格化管理员

农村大众报记者 张超 通讯员 高芳

大黄集镇五位第一书记———

行程10000公里，寻来“菏半夏”产业
农村大众报通讯员 汪涛

“龙桑贡梨”

采摘节开幕

因网址（ncdzb.com）停止访
问，为方便读者阅读报纸，农村大
众报网（ncdz.dzwww.com）恢复更
新并可正常访问。自2018年8月20

日起，读者可登陆农村大众报网
（ncdz.dzwww.com），在首页点击
页面左侧数字报，就可以阅读各版
新闻信息。

感谢各位读者的关注和支持。
对于近期网站变更给您造成的阅读
不便，顺致歉意，敬请谅解。

敬告读者：

农村大众报
数字报恢复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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