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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讯 为维护收养关系当
事人合法权益，规范收养评估工作，
我省近日发布《山东省收养评估办法
(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
见。根据征求意见稿，被收养儿童包
括福利机构抚养的查找不到生父母的
打拐解救儿童、弃婴(儿)和孤儿；生
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监
护人监护的孤儿、三代以内同辈旁系
血亲的子女、继子女，生父母或监护
人同意送养的；非福利机构抚养的查
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儿)。在申请儿
童收养过程中，收养申请人应当经历
收养能力的评估、融合期调查评估及

收养后回访等三次评估。
征求意见稿还专门对私自收留弃

婴行为进行了规范。征求意见稿提
出，已私自收留弃婴的，收留人有收
养意愿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
法》及相关法律政策规定的，依法办
理收养登记；收留人有收养意愿但不
符合相关法律政策规定的，收留人常
住户口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
道办事处应当动员其将弃婴送交当地
市级儿童福利机构抚养。

根据征求意见稿，《山东省收养
评估办法》拟于2019年1月1日起施
行。 (齐静)

山东省收养评估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申请收养儿童需经历三次评估

农村大众报东明讯 （记者李
伟 通讯员王恩标 张国栋）以
前，把南方水果引种到北方，是个
新鲜事。如今，在东明县渔沃街
道，“南果北种”不仅成了气候，
还 成 为 当 地 现 代 农 业 的 “ 顶 梁
柱”。

中秋节前，走进渔沃街道曹庄
社区的高标准大棚里，墨绿色的火
龙果枝条上，挂着喜人的红色果
实。“由于是本地种植，火龙果成
熟度高，口感好，15元一斤还不能
满足市场需求。一亩火龙果预计能
收入七八万元。”东明县森禾果蔬

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何建说，这
些大棚都是合作社的种植基地。

何建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工作了
7年，2015年返乡创业，开始种植火
龙果等南方水果。在何建创业的3

年中，渔沃街道在土地、资金等各
方面积极予以支持。何建创办的森
禾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摸索出“南
果北种”的技术后，向周边复制这
种栽培模式。2017年，东明倍佳惠
农业生态有限公司在渔沃街道高满
城村建成了占地70多亩的火龙果基
地，同时经营采摘、养殖等项目。
公司负责人姚明辉说，为了项目落

地，街道办事处协调流转了400多亩
土地，整合了280多万元的项目资
金。今年底，公司将形成种植与养
殖相结合的循环农业链。

近年来，渔沃街道党工委主动
担当作为，打造干事创业的过硬班
子。围绕农民增收、财政增长、就
业 增 加 、 发 展 增 后 劲 “ 四 大 目
标”，努力实现招商引资、工业经
济、民生工程“三大突破”，增创
经济发展新优势，实现了一二三产
业的深度融合，加速新旧动能转
换。去年以来，渔沃街道先后组织
实施投资过亿元项目16个，总投资

110亿元，新增民营企业8家，新报
过亿元投资项目11个。在推进大项
目建设的同时，党工委班子针对辖
区内化工企业多，风险大等特点，
坚持环保压倒一切理念，全力抓好
安全生产，坚守各项底线红线。借
助临近城区、园区的优势，街道打
造成方连片美丽乡村和田园综合
体，发展现代农业、三产服务业、
装卸运输、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
产业。在渔沃街道党工委书记王安
宁的倡导下，街道实施“全面改
薄”项目54个，总投资3851万元，
建筑总面积95267平方米，新增面积

和新建学校数量均为全县第一。投
资1700万元的渔沃卫生院综合楼投
入使用，是全县建筑面积最大的乡
镇卫生院综合楼。办事处连续7年
推行80岁以上老人免费就医、65岁
以上老人免费查体。

今年7月，渔沃街道党工委班
子被评为全省干事创业好班子。安
宁表示，党工委班子坚持“一线工
作法”，推行领导包片包村、干部
职工网格化管理服务，分析破解制
约办事处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
这些都为科学决策打下了坚实基
础。

党工委班子坚持“一线工作法”，现代农业、大项目、三产服务业实现突破

渔沃街道“南果北种”成气候

农村大众报枣庄讯 （记者张
超 通讯员杨和山）山亭区店子镇
店子村，是一个仅有519口人的小
村。该村成立的店子镇枣店香大红
枣专业种植合作社，把隔壁龙虎
村、剪子山村1000余亩土地流转过
来，同时半托管了全镇6万多亩枣
园。是什么让店子村的合作社具有
这么大的吸引力？

枣店香大红枣专业种植合作社
成立于2009年，由店子镇供销社出
资，店子村出人出地联合成立。
“店子村是镇里出了名的穷村，但
村里产的大红枣好吃不贵。所以我
们就想着成立合作社，把这个资源
盘活。”说起当时成立合作社的初
衷，理事长孙印国说。

当年 3月份，在双方的努力
下，枣店香大红枣专业种植合作社
开始对外“营业”，村民王洪亮成
了村里第一个报名参股的社员。
“3亩枣园以土地入股的方式交给
村里的合作社种，自己腾出工夫来
跑买卖。”王洪亮说，到2009年年
底，自己虽没在田里出一分力，但
根据合作社“固定收益加浮动红利”
的分配方式，算上股利和分红，年
底从合作社得了2600多元。

“合作社把土地变为股权，每

亩土地经营权折算为1股。这样在
收益分配上，和合作社签订协议的
农户除了每股每年固定享受900元
的股利外，根据合作社当年的经营
情况，还可以按入社股份的多少享
受二次分红。”合作社副社理事长
孙宜良说。到2012年10月份，店子
村全村1106亩枣园全部以入股的形
式流转给了合作社。

看到店子村合作社产生的经济
效益，邻近的龙虎村和剪子山村的
村民坐不住了，也纷纷要求入社。
2015年，经过合作社理事会充分商
议，同意龙虎村、剪子山村以村集
体土地入股的形式加入合作社，确
定龙虎村、剪子山村和枣店香大红
枣种植专业合作社按照3 : 3 : 4的比
例，进行利润分配，

“村集体从村民手中流转土地
后，二次发包流转给枣店香大红枣
种植专业合作社，从中提取5%的承
包服务费，这样集体也有了部分收
入。”龙虎村党支部书记孙召锋说。

2016年，合作社投资300万元
建设了2000平方米生产加工区，注
册了“枣店香”“枣春”“多彩枣
生”商标并通过QS认证。对接淘
宝、京东、供销e家等电商平台，
月发货1 . 3万单。

充分挖掘利用当地的大枣资源

一合作社“种”了三个村的地

在济南市章丘区官庄镇东南
的群山之中有个小山村，名叫石门
村。村前有一座石门，门中一侧是
小溪，另侧是小路，人水共行，形成
自然与人的完美融合。这座石门是
石门村人40年前用双手凿出来的。

石门村坐落在两山之间的河
谷之上。明末清初第一批村民迁
移而来在此定居，算下来有四百
余年历史了。该村现有1 5 6户人
家，412口人。

石门村河道两边的石头房
子，虽然老旧，还依然存在着，

只是很少有人居住了。石门村党
支部书记王孔明说，这座石门有十
来米长。从石门的这一边就能看到
另一边的景色。

穿石门而过，进入石门村。村
中今年74岁的姜少奇老汉正在碾
谷子。他说，1969年，政府号召“农
业学大寨”，村里决定在小山脚下
最薄的地方打开一个口，让水穿山
而过，又能走人。那年秋收后，石门
村老书记姜少德带领村里的壮劳
力开始打山洞、造良田。1970年春
天完成了此项工程。

石门村人用双手开凿出来的
石门不但成为乡村一景，还是村
民休闲纳凉的好去处。正在石门
下休息的白新玉老汉回忆起那段
往事：那年他才19岁，没有参加
打山，但当时的情景他还记得。
他说，淄博市淄川区岭子镇双峪
村的孙书记支援了一部分炸药，
我们村帮他们把泉水引进了双峪
村，我们村有眼泉，现在村民喝
的还是这眼泉水。

农村大众报记者 张天银
摄影报道

乡村一景“老石门”

初秋，沂南县马牧池乡拔麻村
进入了一年中最美的季节。村外山
坡上，绿油油的迷迭香布满田间，
微风拂过，缕缕清香沁人心脾。村
里水泥路旁，繁花飘香，与村民家
院墙上的壁画相得益彰。

拔麻村隐于群山环抱中，全村
有462户、1400多口人，耕地面积
1200亩。前几年，村民主要靠种花
生、打零工营生，村集体经济也较
为薄弱。如何改变现状？村“两

委”细数家底，发现拔麻村的最大
优势，就是村外满目的绿树青山。

于是，全村以“美丽乡村”为
载体，以乡村旅游、生态农业为主
要表现形式的“美丽经济”应运而
生。

“这就是迷迭香，周杰伦歌里
唱的那种，是做植物香精，添加到
化妆品里的。我们前年引来的，现
在加上邻村的，有400多亩。这东西
耐旱，像我们这种山坡地，最是缺

水，正适合种。”村干部王彦富
说。

拔麻村的迷迭香是和公司合作
种植的。公司与农户签订了一份保
障合同，保证每年每亩收益最低不
少于4000元。公司负责人张安邦给
记者算了一笔账，实际每亩收入在
5000元左右，远远高于合同保障数
额。“迷迭香还有一样好处，就是
它是多年生植物，一次投入，十年
收益。”张安邦说。

站在高处四望，记者忽然发
现，迷迭香都种在了进山路的两
侧 。 “ 这 是 根 据 乡 里 的 规 划 种
的。”王彦富说，前几年乡里修了
20公里长的观光环山路，村里发展
迷迭香产业时，就按规划，把迷迭
香种在了环山路两侧。

凭借独特的生态、产业优势，
这几年，拔麻村又变成了特色景观
旅游村。他们在环山路段引进迷迭
香、金银花、蜜桃等高效农作物，

发展农业体验观光园。此外，还在
拔麻、香炉石、东坪等村，盘活村
内闲置院落，建起了有马牧池乡域
特色的农家小院，形成多点开花、
全域旅游的局面。

不断创新生态价值实现路径———

迷迭香满田间，拔麻村美丽有“攻略”
农村大众报记者 郭杰 通讯员 范亚斌 李彩凤

秋雨透地，
降霜来迟。

秋雁来得早，
霜也来得早。

■责任编辑 刘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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