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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
鱼台县重点实施村集体经济“扶弱
壮强”工程，大力发展村级集体经
济，引领农民增加经济收入，实现
共同富裕。

因地制宜，让村民实现集体增收

“村党支部书记带头筹集资
金，还带俺几个村民代表去临沂兰
陵国家农业农园参观学习，回来一
说，前景很好，大家都积极地入
股。”鱼台县鱼城镇马莪村村民刘
新良对于村里发展集体经济的做法
赞不绝口。

马莪村依托村情村貌，充分利
用马莪村背靠东鱼河等优势，以临
沂市兰陵国家农业公园为样板，积
极建设农业公园，发展热带植物观
光科普、无公害蔬果采摘、儿童乐
园、水上公园、东鱼河漂流等旅游
服务项目。村民以2万元一股积极

入股，筹集项目资金800余万元，建
成后预计可实现年收益900余万元，
村民入股分红所得将是传统农作收
入的10倍多，按照村级占股20%计
算，村集体年可增加集体经济收入
近200万元。

“现在政府正对东鱼河、惠河
采取统一规划，大面积种植了桃
树，以后这河堤两岸都是盛开的桃
花，也能吸引不少游客，不管是卖
桃 还是旅 游 ， 都 能 再 增 加 些收
入。”刘新良满心欢喜地说。

近两年，鱼台县把发展堤岸经
济林建设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
工作之一，按照“一河一品、一河一
景观”的思路，借助平原涝洼地治理
项目，发展河道经济林生态富民工
程，分步骤实施水系经济林带建设。

土地流转，让村民拓宽增收渠道

“以前，俺老百姓就是靠天吃

饭，庄稼收好了日子就好过，收不
好还得出去打工，挣钱养家，日子
过得苦。”王庙镇古李村村民李正
全激动地说，“现在好了，俺把家
里的地流转了，村里统一管理，找
的技术员来种地，不光给俺租金，
还能去上班，月月领工资，一块地
收两份钱！”

记者了解到，古李村创新性地
采用“土地承包—连片开发—规模
经营”的土地流转方式，即村委会
作为中介组织，按照村级发展实际
需求，每年支付一定的租金承包农
户一定量的土地，统一规划建设，
再转租给责任心强、懂技术的种植
能手中，发展设施农业，通过收取
规划建设费用来增加村集体收入。

近年来，王庙镇充分利用毛木
耳特色产业优势，积极推动农户土
地流转，引领毛木耳产业园区建
设，不但形成了集菌包生产、木耳

种植、木耳加工、废渣回收再利用
于一体的产业园区，壮大了特色产
业，而且村集体可通过参与产业园
区的管理、服务等方式增加村集体
收入。

同时，积极引导各村抓住龙虾
产业优势，鼓励各村以土地流转形
式进行规模化“稻虾共作”，多途径
增加村集体收入，加快新农村建设。

产业入园，让村民共享发展成果

在王鲁镇，当地采取“强村带
弱村、弱村托管强村”模式，整合
6个村的省级扶持村集体经济发展
资金，在王鲁村投入1000多万元精
心打造现代农业示范园，可同时为
周边5个村带来100多万元的集体收
入。周边的群众可以进入到示范园
内工作，并享受土地流转带来的收
入，从土地收益到多方收益，不再
仅靠稻田“一碗饭”养活。

“去年县里实施了统一供种、
统一育秧、统一管理、统一订单收
购、统一品牌销售的‘五统一’绿
色稻米发展战略，村民们干的活儿
少了，水稻价格比市场价每斤还要
高一毛，算起来是省钱、省力、省
时。”闫庙村党支部书记宋忠良掰
着手指头算着，“现在免费的机插
秧一亩就能省下310元，如果一亩地
产量1300斤，那一亩地的收入就能
够增加440元。更何况，现在我们村
也属于现代农业示范园核心片区，
肯定还会有更好地发展。”

王鲁镇力求既要“原汁原味原
生态”，全程打造“五统一”稻米基
地，全面提升稻米品质，也要“高效
高能高科技”，引领瓜果蔬菜立体种
植新模式；不仅要打造“好田好水好
风光”的特色田园风光综合体，更要
做足稻蟹、稻鸭、稻虾种养文章，实
现“美食美味美生活”。

消除空壳村 家底变殷实 农民更富裕

鱼台“破零扶强”三种模式壮大集体经济
农村大众报记者 张超 通讯员 张惠亚 乔志宇

1 0月2 6日上午，“寻找老农
机”功勋用户奖金发放仪式于武汉
全国会雷沃阿波斯展区精彩上映。
来自全国各地的40名功勋用户齐聚
雷沃阿波斯展区，与会领导现场为
功勋用户颁发了万元现金大奖和荣
誉证书。

为感恩回馈雷沃用户的支持，
为寻找老农机的时代见证者，雷沃
阿波斯农业装备于2018年2月13日—
6月30日，在线上和线下同时发起
“寻找老农机”活动，并开展了系
列互动活动，活动截止时全国共有
1800余名用户进行了报名，在行业
内掀起了一股老农机热。

今年7月份，雷沃阿波斯农业装
备对所有报名用户进行评分甄选，
经过初审、复审、终审三轮评选，最
终共有40名用户获得了“寻找老农
机—雷沃功勋用户”的称号。

“20年来，雷沃阿波斯农业装
备始终坚持‘以客户为中心’，致
力于为客户提供智能科技整体解决

方案，产品覆盖收获机械、拖拉
机、农机具等业务，服务范围涵盖
农业生产‘耕、种、管、收、储、
运’等全过程。今天雷沃阿波斯农
业装备组织功勋用户颁奖仪式，其
意义重大。证明雷沃阿波斯农业装
备对客户的重视，就是始终围绕客
户的需求，不断提供优质、高效的产
品，为客户创造价值。希望大家加快
合作步伐，共同促进农服模式发展
及产品技术革新，实现共赢。”雷沃
重工副总经理、雷沃阿波斯农业装
备总经理李金良致辞中表示。

活动期间，笔者询问来自安徽
的功勋用户韩于喜，“您购买的第
一台雷沃产品是什么？”“是雷沃
谷神2 0 0 0型轮式收割机，那是在
2000年，在当时可是‘高端机’，
在国内属于配置最豪华、技术最先
进、外观最时尚、品质无可挑剔的
一款小麦机，自从拥有了它我就承
包了整个村的小麦收割，实现了我
们全家的致富梦想，至今令我非常

难忘。”功勋用户韩于喜感叹道。
当然，雷沃阿波斯取得成功不在一
朝一夕，用户的良好口碑和支持是
助推其稳健发展的最大动力。“我
们合作社现在有10多台收割机、10多
台拖拉机，还有各类机具，都是雷沃
的，每台产品很不错，不仅效率高，
质量也杠杠滴，几乎没啥毛病，我们
合作社的机手们都非常喜欢！用雷
沃这么多年了，雷沃产品的质量和
服务从没让我失望过！”来自甘肃的
功勋用户汪社长激动地说道。

颁奖活动结束后，雷沃阿波斯
农业装备组织功勋用户在雷沃阿波
斯展区对参展的新产品进行了现场
观摩，并由专业技术人员对其进行
一一讲解，让功勋用户们纷纷感
叹，随着科技的发展，现代农业装
备不仅颜值担当，而且性能也越来
越优越。

展会现场，当看到配备自动驾
驶辅助系统和自动变量施肥系统的
阿波斯1204拖拉机后，禁不住“诱惑”

的功勋用户李先生第一个登上拖拉
机驾驶室，东摸摸，西看看，显得非
常兴奋，他告诉笔者，相比较以前的
拖拉机，这款拖拉机更加智能、舒适
和人性化，完全满足了自己的想像，
并表示这款新型的动力换挡拖拉机
纳入了自己的未来购买计划。

“许多客户，在创业之初就选
择了雷沃，当然，我们雷沃阿波斯
农业装备也不负众望，多年来始终
为客户提供可靠的农业装备与优质
的服务，成为他们创业前进路上的
得力助手。大家对雷沃的信任，就是
对雷沃最大的肯定！面向未来，我们
将继续努力，坚持‘以客户为中心’
经营理念，用高品质的产品与服务
回馈客户！” 雷沃阿波斯农业装备
营销公司总经理刘光政告诉笔者。

二十年风雨同路，雷沃阿波斯
农业装备陪伴千千万万的用户经历
了四季，收获了丰盈。除了为广大
农民朋友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有效地解决了劳动力问题，雷沃阿

波斯农业装备还是农民发家致富的
好帮手，极大地推动了农村经济发
展。2013年以来，历年“雷沃谷神创富
指数”显示，在作业收益方面，一台
雷沃谷神小麦机在每年一个月左右
的夏收作业季里的收入在3-8万元。
跟城市白领相比，尽管工作环境是

“蓝领环境”，但是因农机而生的新
型农民他们的收入比白领并不逊
色。据统计，在农机创富方面，近年
来雷沃用户每年农机作业总收入超
过350亿元，净收益超过200亿元。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
远。“雷沃阿波斯农业装备始终不忘
初心，坚守品质，砥砺前行，持续推
进科技创新，在高端智能农业装备
领域不断发力，引领行业发展。未
来，雷沃阿波斯农业装备还将继续
聚焦客户需求、持续推动产品升级，
为用户提供更智能、更可靠的产品
与服务，携手广大用户，共同前行。”
雷沃重工副总经理、雷沃阿波斯农
业装备总经理李金良说。 (姚彬)

牵手二十年，雷沃阿波斯全国会为老农机功勋用户颁奖

“今年种西红柿又赶上了好
行情，每公斤卖到6元多。”看到
一个个像红灯笼似的西红柿，岳
琳琳心里乐开了花。

今年28岁的岳琳琳，是阳谷县
阎楼镇辛庄村村民。原来和丈夫张
保宾都在深圳打工。“顾不了家不
说，一年到头也挣不了多少钱，家
里照样过着穷日子。”岳琳琳说。

2014年，岳琳琳和丈夫张保宾
返乡学种蔬菜，在当地政府和金融
部门的支持下，投资10万多元，流转
17亩土地，建起5个菜棚，采取春种
甜瓜、西红柿和辣椒的模式，一年
种两茬。行情好时，一亩甜瓜和西
红柿能卖到4万多元。

“开始，我们对蔬菜种植技术
并不太懂，我们就到附近蔬菜种植
大棚里给人家打工学技术，晚上在
电脑前听农学院专家、教授讲课、作
笔记。然后按照专家、教授讲的技术

在自己菜棚里做试验。经过近5个多
月的学习和实践，逐步摸索出一套
蔬菜种植技术。头一年就获得良好
效益，5个菜棚保守收入也在20万元
以上，收获返乡创业的‘第一桶

金’。”岳琳琳兴奋地说。
为打好有机绿色蔬菜品牌，在

蔬菜管理中，岳琳琳和张保宾除采
用水肥一体化技术外，还建起了沼
气池，利用沼渣沼液做蔬菜的肥
料。既减少了化肥农药的使用，降
低了种植成本，又提高了蔬菜品
质。同时，他们还采取防虫网、粘
虫板、灭虫灯等绿色防控措施，结
出的甜瓜、西红柿和辣椒个大、匀
称、口感好，赢得消费者青睐，提
高了市场竞争力，产品供不应求。

如今，岳琳琳和张保宾成了远
近闻名的蔬菜种植致富能手，影响
了周边不少在外打工青年纷纷返乡
创业，并找上门来向岳琳琳和张保
宾学习蔬菜种植致富技术。对此，
他们总是热心相助，乐于传授。

图为岳琳琳正在采摘每公斤6

元多的有机无公害西红柿。
赵玉国 陈清林 摄影报道

近日，来自郓城县潘渡镇37个
行政村的450余名留守妇女在镇政府
免费参加了职业技能培训，学习中
式面点的制作方法。培训采用线上
线下融合培训的方式，线下学习13

天，线上培训1 7天。培训期结束

后，大部分学员都能直接上岗。近
年来，该镇已举办各类培训班60余
期，1 . 2万余人接受培训，许多妇女
参加培训后积极创业，实现了家
庭、创业两不误。 (记者 魏新美

通讯员 王鸿雁 摄)

培训班里学技能 留守妇女“长本事”

岳琳琳：由“打工女”到“种菜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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