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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10月29日讯 今天，记
者从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主办的“美丽
村居·大师讲堂”上获悉，我省第一
批美丽村居建设省级试点的进度时间
表已确定。各试点村的试点工作方案
和村庄设计方案于今年11月底前上
报；2018年12月至2019年6月，试点实
施；2019年7-8月，进行验收评估，
验收结果与支持政策和奖补资金挂
钩。

按照日前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向各
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下发的通

知，各试点村的试点工作方案将明确
试点工作思路及重点工作任务、实施
步骤及保障措施等内容。其中，重点
任务要统筹考虑村庄现状、发展水平
和生活习惯等因素，按照迁建村庄、
整治村庄、保护村庄的不同要求，因
地制宜、合理确定村居新建农房和公
共建筑、既有建筑整治、老建筑保护
利用以及垃圾、污水、改厕、村容村
貌等基础设施建设内容，全面提升村
居建设品质和环境质量。

(杨学莹 范甲旭)

首批美丽村居省级试点

将于明年下半年验收

农村大众报邹城讯 （通讯员
张长青 盛超 郑莹莹）日前，在
刚刚公布的山东全面乡村振兴“十
百千”工程名单中，邹城市成功入
围，成为全省十个示范县市区之
一。今年以来，邹城市高标准设计
《邹城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
2022年）》，制定出台《关于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打造乡村
振兴齐鲁样板的示范标杆。

产业兴旺叩开乡村振兴“财富
门”。在邹城市大山深处，有一对
父女，把家乡的宝贝卖到全国各
地。他们就是田黄镇杨峪村沃梨诗

赵馥父女。邹城扭住“品牌打造”
这个重点引领园区创建，全力做强
现代农业、高质高效发展。加快实
施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核心区项目建
设，重点打造绿鑫春、蓝陵桃花
源、三仙山、五康轩、邹鲁生态
园等一批三产融合发展先导区和
农 业 新 旧 动 能 转 换 样 板 田 。 同
时，对核桃、草莓、樱桃等优势
农产品，实行统一包装、统一宣
传、统一推介，打响邹东绿色农
产品公共品牌。启动食用菌全产
业链升级计划，全市食用菌年产量
突破3 6万吨、产值达到3 0亿元，

“邹城蘑菇”成功入选山东省知名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名录。截至目
前，该市共培育发展规模以上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118家，其中省级重
点龙头企业3家，济宁市级75家。

文化生态转化乡村振兴“加速
剂”。“听到这鸟语蝉鸣，看到这
青 山 古树， 仿 佛 回 到 了 童 年时
代。”日前，来自济南的刘静女士
被张庄镇上磨石村的美景深深吸
引。邹城坚持生产美、生活美、生
态美、乡风美、家园美“五美同
建”，深化美丽乡村示范片区、农
业园区、旅游景区、生态林区“四

区融合”，相继建成美丽乡村示范
村201个、达标村331个，被住建部
提名为第一批全国农村垃圾分类及
资源化利用示范县。积极挖掘乡村
传统文化内涵，引导古村落、特色
村居以及有地方特色的文化遗产，
使乡村成为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
的文化之乡、精神家园。扩大“孟
子乡音”文化惠民演出覆盖面，把
优秀传统文化厚植于广大农村。

强基培元激活乡村振兴“内动
力”。组织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牛
鼻子”。邹城以党组织服务能力和
群众满意度“双提升”为目标，选

优配强村级班子，抓好村级党组织
书记队伍建设，加强软弱涣散村级
党组织整顿转化。市财政每年拿出
1 . 5亿元基层党建工作经费，深入实
施村级事务管理“六规范”、农村
干部作风建设“五项规定”和村级
“三个全覆盖”三大工程，提升基
层党组织战斗力。

坚持“人才兴、乡村兴”理
念，探索“技能+创业+学历”教育
培训模式，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
工程和“邹鲁英才”计划，确保农
村人才“引得来、留得住、能发
展”。

刚刚公布的山东全面乡村振兴“十百千”工程名单中，邹城市成功入围

邹城新实践描绘乡村振兴图

农村大众报烟台讯 （记者郭
杰 通讯员尹上）乡村振兴，产业
兴旺是关键。位于山沟沟里的乡
镇，如何培育与本地区相适应的特
色产业？烟台市牟平区通过挖掘当
地独具特色的山林物产，找到了一
条新路子。

牟平区姜格庄街道里口山村四
面环山，森林覆盖率达76%，全村

150多户村民散居在绵延十几里的
“十里杏花谷”中。村委会主任张
华介绍，全村年出产鲜杏4 0多万
斤。这么多杏，销路是个问题。前
些年，主要依靠商贩进村收购和村
民出山进城售卖。后来，村里举办
采摘节，也能吸引些游客前来采
摘，但每年仍有相当部分山杏由于
采摘或销售不及时烂掉。为解决这

一问题，今年5月，村里成立了杏
林湖酒业公司，试着酿起了山杏
酒。“这下村里的杏子不愁销路
了，大家摘杏的积极性也高了。公
司就设在村里，村民今后卖杏子都
不用出村了……”张华说。

利用当地资源发展特色产业的
不只是里口山村。龙泉镇的丁家庄
村成立手工茶坊，将天然无污染的

野生蒲公英制作成了茶饮。蒲公英
有“天然抗生素”的美称，丁家庄从
本村及周边收购大量野生蒲公英进
行加工制作，订单不断。在丁家庄
村，原来被村民随手扔掉的玉米须
也成了宝贝。玉米须有利尿、消水肿
的作用，被不少消费者奉为养生佳
品。于是，丁家庄村又研制出了玉米
须茶。今年村民们扒玉米时特别认

真，都把玉米须仔细收集起来。
在王格庄镇，野生的小樱桃和

野山楂等也被当地重视起来，尤其
是新 发 现 的 野 生 木 本 “ 翠 子 叶
茶”，有消炎促消化的功效。该镇
准备以两个村为试点，把村民组织
起来，支持他们以技术、资金入股
的方式成立专业合作社。

还有板栗、蜂蜜、桑叶……昔
日这些不起眼的农产品，如今有不
少已经被作为当地旅游特色产品进
行开发。今后，牟平区将加快实施
农产品品牌战略，积极打造具有牟
平特色的区域公用品牌。

杏子酒玉米须茶，牟平山林物产大变身

农村大众报东明讯 （记者李
伟 通讯员王恩标）进入10月中
旬，郝红文每天都要到大棚转两三
次，40个大棚转一圈，需要两个小
时。今年秋季，29岁的郝红文新种
了40个冬暖式大棚，加上前年承包
的21个大棚，目前总共种着61个大
棚，总占地面积315亩。

郝红文是东明县小井镇裴子岩
村人，从17岁开始到深圳、郑州等
大城市干销售。2012年回到老家经
营农药，现在已是多个农药品牌的
县级代理。经营了几年农药，基本
熟悉蔬菜的常见病害。2016年，他
在东明县刘楼镇承包了别人的21个
大棚种黄瓜，连种两茬，基本达到

了预期收入。2017年下半年，他开
始在邻村小井村建设一批大棚。10

月初，小井镇政府帮忙协调流转
220亩土地，大棚随即开工建设；
今年4月，完成了机井、灌溉管道
等设施建设。9月15日，开始定植
第一批黄瓜苗、丝瓜苗。

今年秋季，郝红文各种了20个
大棚的黄瓜和丝瓜。他坦言，东明
当地没有像寿光那样的大市场，起
步阶段先种点市场需求大、价格稳
定的大众化蔬菜。“等销路渐渐打
开以后，再发展特色品种。”

大棚管理遇到难题时，郝红文
常常借助专业的手机App查询解
决。“像有不懂的病害，拍个照片

发上去，就会得到专业指导。”他
计划明年在大棚里安装物联网设
备，到时候，拿起手机就能控制浇
水、通风等常规操作，这样可以减
少人工投入。现在小井村的这40个
大棚，有50多个村民在此务工。

为了提高蔬菜口感，今年夏
季，郝红文在每个大棚都用了50方
鸡粪做底肥，然后进行闷棚。这个
用量，比一般大棚要高出一倍。他
说，自己从小生在农村，长在农
村，现在越来越感觉跟土地打交道
的乐趣。“你对土地越上心，土地
给你的回报就越大。”

（右图为郝红文在大棚里给丝瓜
吊蔓。）

农村大众报滨州讯 （记者孙
成民 张天银 通讯员贾海宁）晚
秋。去年这个时节，李云升流转来
的400亩地里，有1 . 5万只鹅，如同
一大片白云。今年这个时候，却没
有一点鹅。站在正在变黄的齐腰深
的秋草间，李云升说：“干农业，
不管是种还是养，不能有半点侥幸
心理。”

今年43岁的李云升是滨州市沾
化区富源街道办事处小房村农民。

他流转了400亩荒碱地，改造出260

亩耕地，种上墨西哥玉米，用来放
养鹅。今年6月17日晚上的一场台
风，把他在地里建起来的12个鹅棚
全部刮走了，他今年只好放弃养
鹅。那260亩地，也不种供鹅取食
的墨西哥玉米，而是普通玉米。

“不幸中的万幸，是晚上鹅苗
避免了更大的损失。”李云升说。
正常情况下，到5月10日，春深草
绿，便是开始投放鹅苗的时节。养

了几年鹅的李云升知道，这时鹅苗
最贵，到 6月中旬鹅苗要便宜很
多。到6月10日，鹅苗价格降下来
了，李云升联系孵化场，准备6月
20日进两万只鹅苗，每只5 . 5元，比
早期便宜一半还多。可6月17日晚
上的台风，让他进鹅苗的计划成了
泡影。“要是我早期上了鹅苗，这
些棚被刮了，损失更大，我根本承
受不起。”他说。

无奈归无奈，李云升也知道问

题出在他身上。3年前建鹅棚时，
他虽然想到了地处海边，台风不得
不防。可为了省钱，他用水泥檩
条、竹竿、苇板在地里建起了12个
鹅棚，棚没筋骨所以被刮了。李云
升下决心今年冬天建起钢筋水泥的
鹅棚，虽然投入很大。

鹅没法养了，李云升也没闲
着，他雇来挖掘机，把地里供鹅饮
水、洗澡的沟重新挖了一遍。他希
望明年养的鹅会长得更大更肥。

29岁小伙种了61个大棚

一场台风刮走12个鹅棚，李云升今冬决心建钢筋水泥的鹅棚。他说———

搞种养不能有半点侥幸心理
冬天要忙，
土壤改良。

冬季修水利，
正是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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