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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初，在外生活的崔霞专程
回到威海市文登区高村镇北产村，
看到流转的123亩土地上玉米长势
喜人，她不禁嘴角上扬。今年 6

月，这片土地上刚刚收获一季黑小
麦，烘干后产量近7万斤，按照6元
每斤的保底价计算，收益有40多万
元。“因为有农业社会化服务，把
地交给专业的人来种，我现在几乎
是眼看着‘土生金’。”崔霞说。

老龄化带来种地“三问”

崔霞流转的123亩地之前大多
由村民分散承包，效益不高，其中
还有30亩撂荒地。相比普通小麦，
种植一季黑小麦收益翻了6倍多，
这还不算规模化机械作业节省下来
的成本，崔霞准备引种更优质的作
物品种，进一步提升收益。

崔霞从“土里刨金”的做法在
北产村村主任丛培生眼里曾是一笔
“赔本买卖”，丛培生这样算了一
笔账：普通小麦以亩产700斤计，
每斤价格1 . 1元，每亩收益约800

元，刨去种子、化肥、农药和耕播

费用，净收益只剩200多元，而外
出务工每天工资收入近百元。“辛
苦大半年，不如务工两三天。”丛
培生说，效益不高让不少村民没了
种地积极性。

北产村的情况在高村镇不是个
例，全镇46个村，年集体收入不足
3万元的就有21个。人口年龄结构
老化，全镇总人口有2 . 9万人，60

岁以上的人口有 1 . 1万人，约占
38%。地由谁来种？怎么种？以往种
地的人怎么办？这是高村镇也是文
登区面临的种地“三问”。

高村镇率先试点

“土地是农村最大的资源，种
好农民最依赖的土地，把资源优势
发挥出来，乡村振兴才有活力。”
文登区相关负责人说，文登区在高
村镇试点推行农业社会化服务，乡
镇指导村集体成立土地股份合作
社，把农户不愿种的土地通过流转
集中起来，进行托管经营或流转招
商。由专业的人来种，去除成本后
的收益由村集体和农户按比例分

成，促使分散的“老农民”种地向
规模化经营的“新农人”转变。

重构地和人的关系，“媒人”是
镇级搭建的农业综合服务平台。通
过信息化手段，采集全镇测土配方
施肥、农安监管、农机具、土地流
转等数据，形成涉农资源大数据
库，为农户或新型经营主体提供一
站式信息查询、供求对接服务，并
整合政府部门的农技推广、植保等
站所资源和市场化的农资销售、农
产品仓储物流销售等主体进驻，为
全托管主体提供生产资料以及从耕
种收到流通销售全过程服务，为半
托管主体提供低于市场价格的“菜
单式”服务。

农业综合服务平台的成立，还
调集起了“千军万马”。高村镇17家
农机专业合作社与平台建立合作关
系，总共包括各类大型农业机械460

多台，小型农业作业机械2000多台
套。

现在，全镇已有20个村成立了
土地股份合作社，流转起成片连方
土地6300多亩，其中4000多亩已成
功引进实施了黄菠萝、黑小麦等10

多个现代农旅项目。没有社会资本
注入的土地，由平台委托给镇上成
立的农业龙头企业——— 高田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经营，保证农民和村集
体的托底收入。

集体增收村民致富

后泊村的金子明经平台调配参
加城区绿化，6月份务工25天领了
2500元工资。与土地打了大半辈子
的他将自己的1 . 5亩地流转托管，
安安心心地干起了“技术活”。

土地流转集中并托管将农民解
放出来。为此，高田公司成立了劳
务服务机构，把各村有就业意向的
农民集中起来，统一培训、统一安
排工作，为落户用工项目提供农业
生产服务。

像金子明一样，高村镇已有30

多个村的800多名流转出土地的农
民加入了劳务服务队，镇农业社会
化服务中心将他们的基本信息造册
登记，并按照建筑服务型、技术服
务型、社会服务型等分为 5类 2 0

项，进行职级评定，为用工服务提

供参考。
“留足口粮地，剩下的流转出

去，不用出力效益反而高了。”高
村镇虎山村村民牟民华说。去年9

月，虎山村流转集中125亩土地，
通过镇农业综合服务平台对外招商
发展现代农业，形成规模的土地承
接了秸秆还田、节水灌溉和千亿斤
粮食项目，300元每亩的基础租地
价格增值到600元，增值部分村集
体和村民按3:7的比例分成。

托管种植还让年集体收入不足
3万元的虎山村有了稳定的收入来
源。虎山村党支部书记孙显武说，
125亩地调换集中，相邻地块沟壑
地堰平整“多”出了30亩，每年收
益加起来有2万多元。村集体准备
再流转80亩地。

今年，试水成功的“高村经
验”在文登全区推开。文登区拿出
1亿多元引导资金，撬动各镇完成
基础设施投入10亿多元，专门制定
出台了《关于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社
会化服务体系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
济的实施方案》，整合区镇村三级
资源，搭建服务平台。

崇文街道
扎实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为进一步推进生态美、生活

美、生产美总体目标，冠县崇文街
道办事处强化措施，扎实推进美丽
乡村建设。

注重宣传引导。崇文街道充分
利用座谈会、宣传页、宣传栏、微信
群等方式，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活泼
宣传教育活动，大力宣传美丽乡村
建设的重大意义和目的要求，做到
家喻户晓，使美丽乡村达到人人皆
知，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美丽乡村
建设良好氛围。加强整治，严格督查
考核。崇文街道按照“村容整洁环境
美”的要求，突出重点、健全机制，切
实抓好改路、改水、改厕、垃圾处理
等项目整治工作。彻底清除门前“三
堆”及各类陈年垃圾，拆除乱搭乱
建，消灭卫生死角。加强对保洁队伍

的管理，进一步落实村庄保洁责任，
做到垃圾“日产日清”，使乡村面貌
明显改善。并加强督查和考核，制定
相应的评价和考核办法，真正将美
丽乡村建设工作落到实处。加强组
织领导，压实管理责任。崇文街道着
力构建“党政主导、部门协作、农民
主体、社会参与”的美丽乡村建设工
作机制，做到思想统一，目标一致。
街道主要领导负总责、亲自抓，切实
加强对美丽乡村建设组织协调。同
时，各部门各司其职，分工包片，相
互合作，形成村党支部书记亲自抓、
其余村“两委”干部共同参与轮流督
促施工的机制。 (赵聪)

郑山街道组织部分人大代表
对半年工作进行视察指导

近日，临沭县郑山街道人大组
织人大代表对街道工作进行视察指
导。视察组先后到大韩庄拆迁现

场、三兴食品公司、新村法治广
场、沟北纪念馆、徐埠前连片治理
现场、佳柳生态园等地实地察看，
现场听取工作汇报。代表们对街道
办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认为
工作任务重、亮点多、效果好，得到
了街道广大干部群众的一致好评。
要求进一步对照全年工作目标任
务，查漏补缺，细分任务，落实到具
体人和部门单位，确保圆满完成全
年各项工作任务。 (苏廷洋)

黄山铺镇审计工作人员充电忙

近日，沂水县黄山铺镇审计人
员正在参加知识测试，提高审计质
量。今年以来，该镇加强审计人员业
务培训，促业务素质提高，目前已对
15个村居15名离任主要村干部进行
了审计，查出白条抵库等8个方面问
题，提出审计建议45条。 (武绪丽)

马站镇多举措
大力推进法治文化建设
近日，沂水县马站镇采取多种

措施，加大对社会主义法治文化阵
地建设的投入，积极营造全镇范围
内法治文化建设的良好氛围。

该镇通过加强组织领导、营造
浓厚氛围、合力联动推进等措施，要
求各村、单位突出重点，整合资源，
有计划、有步骤积极推进法治文化
建设，鼓励群众自我组织自编自演、
自娱自乐，活跃基层的法治文化活
动，目前已举办文艺汇演20余场，获
得了群众的高度评价。 (孔祥慧)

农发行鄄城县支行
注重客户服务
农发行鄄城县支行认真贯彻落

实总行提出的“至诚服务，有效发
展，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的企业
文化理念，积极打造一流服务，取

得明显成效。
他们以组织员工“我爱农发行，

奉献在岗位”为主题的建功立业教
育活动为契机，使员工明确职业操
守。同时，他们组织员工积极参加争
创“青年文明号”等各类创建活动，
推行员工礼仪服务，实行文明用语，
做到诚心待客户，诚信向社会，为客
户提供优质、方便、快捷的金融服
务，培养造就出了一支学习型、创新
性的金融队伍。 (闫大伟)

马站镇着力铲除
“微腐败”滋生土壤
近日，沂水县马站镇对辖区7

个村(居)开展村级财务清理。重点
对财务收支、项目资金使用、资产负
债变化等情况进行清查。对发现的
问题，将通过约谈、函询等方式，把
问题点明，将责任讲清，着力铲除

“微腐败”滋生土壤。 (秦德霞)

农村大众报东明讯 (通讯员
刘汉功)为切实维护农民的利益，
保障农村市场化肥、农药、种子纯
洁度，东明县多措并举加大农村市
场环境整治。

今年伊始，该县就以玉米品种
为重点，以种子集中销售区、城乡
接合部、省级交界处等为重点区
域，开展了农作物种子打假护权专
项行动；以严查肥料等产品中有效

成分不足为重点，通过设立举报投
诉电话、市场检查等办法，坚持
“五不放过”原则，加大对违法行
为的惩处力度，做到发现一起，查
出一起，处理一起。据统计，上半
年共出动执法人员150人次，检查
生产、经营企业300多家，查出种
子案件5起，罚款1 . 5万元，肥料案
件1起，货值5000元，挽回经济损
失6万元。

农村大众报菏泽讯 (通讯员
郜玉华 李婷)笔者从菏泽市牡丹
区沙土镇8月17日召开的孝善基金
成立大会上获悉，子女孝敬老人，
可获得政府现金奖励，子女每拿出
赡养金500元，该镇就奖励老人50

元。
据了解，沙土镇孝善基金重点

是针对60岁以上建档立卡的老人。
子女与老人签订《孝善协议书》，每

年为每位老人缴纳最低500元的赡
养金后，即可享受孝善基金奖励。

“赡养金为每500元一个档次，上不
封顶，沙土镇按缴纳赡养金总额的
10%给予孝善奖励金。”沙土镇党委
书记田坤阳说，子女每给老人500

元，政府就拿出50元奖励老人，原则
上每位老人每年最高可获孝善奖励
金300元。

该镇为确保赡养金真正到位，

子女要将给予老人的赡养金转交至
行政村，行政村统一缴纳到镇孝善
资金专账，镇里配套奖励资金后一
起发放到老人的银行账号中，并将
孝善金征收及奖励金发放名单及金
额在村内进行公示。据沙土镇党委
副书记、镇长张效坤介绍，该镇创
新思路，建立健全了正面激励、道德
约束、示范带动、舆论监督的孝善机
制，进一步巩固政府引导、家庭为
主、子女尽孝的中华民族传统养老
模式，切实解决农村老人的生活问
题。

东明县多举措净化农村市场环境 牡丹区沙土镇设立孝善基金

文登实施农业社会化服务破解种地“三问”

镇级平台当“媒人”，农民变身新农人
农村大众报记者 戎宁 通讯员 王海政

农村大众报沂源讯 （记者唐
峰 通讯员左效强 尚现军）“今
年的桃子长得好价格高，桃产业成
为我们村乡村振兴的支撑。”8月18

日，在时代楷模朱彦夫的家乡———
沂源县西里镇张家泉村，村党支部
书记刘文合高兴地对记者说。

当年的朱彦夫在带领乡亲们
“棚沟造田”1400亩土地之后，很
有远见地决定种植桃树、枣树等经
济作物，这才有了今日的“蜜桃小
镇”——— 西里镇。村民都说，今天
红红火火的好日子，靠的还是老书
记当年打下的好底子。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传承红
色基因。朱彦夫事迹党性教育基

地，就是我们的红色资源。”为了
更好地弘扬沂蒙精神，传承朱彦夫
精神，西里镇以有机桃基地建设为
抓手，积极开展有机果品认证，提
高桃市场竞争力，提高果品质量。
同时将建立健全销售网络，依托
“一村一电商”、推介会、展销会
等平台，拓宽销售渠道，培育长期
稳定客户，同时加快冷库设备和技
术升级，提高冷库果品储藏能力和
质量。

西里镇还以“蜜桃小镇”建设
为契机，利用好占补平衡和土地流
转政策，今年推广1000亩“沂源
红”新品种，完成500亩水肥一体
化建设任务。

桃产业让山区群众走上致富路

为培育新农民，助力乡村
振兴，近日，滨州市滨城区妇
联组织开展“新农村、新生
活、新农民”家政技能培训活
动，依托辖区家政培训学校免
费培训农村妇女8期300余人。

据悉，此次育婴师和家庭
护理员培训分理论学习和实践
操作两部分，考核合格后颁发
结业证书并面向全国推荐上
岗，月人均增收达3000元。

（李荣新 张晓彤 摄）

农村妇女

免费学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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