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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月8日，省生态环境
厅召开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
解到，前三季度，全省重污染天数
平均为6 . 2天，同比减少5 . 6天，烟台
和威海未出现重污染天气，全省水
环境质量总体同比改善提升。

具体来看，2018年1-9月，全省
细颗粒物(PM2 . 5)平均浓度为46微克
/立方米，同比下降16 . 4%；可吸入
颗粒物(PM10)平均浓度为91微克/立
方米，同比下降11 . 7%；重污染天数
平均为6 . 2天，同比减少5 . 6天；环境
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平均为5 . 25，同
比 下 降 1 2 . 4 % ； 优 良 率 平 均 为
58 . 6%，同比增加2 . 0个百分点。

饮用水方面，全省52个地级及

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中，
除枣庄1个水源地因地质原因硫酸盐
和总硬度超标外，有51个水质达到
或优于Ⅲ类标准，达标率为98 . 1%。

发布会上还通报了我省蓝天保
卫战重点区域强化督查第二阶段整
改情况。另外，记者从发布会上了
解到，据山东省气候中心预测，受
今年秋季气温偏高、降水偏少、静
风天气较多等不利气象扩散条件影
响，今年第四季度，全省气温较常
年偏高1℃左右，10-11月份降水偏
少1-2成，12月偏多1-2成，总体上
大气污染扩散条件较去年同期偏
差。

(方垒)

先看莱西农业的一组数字：花
生种植面积稳定在28万亩，出口总
量超过全国的四分之一。农业部在
全国评出18个县级“一县一业”典
型，莱西花生产业位列其一；

存栏奶牛7 . 8万头，位居全国县
级市第二、山东省第一，肉蛋奶总
产量达到67万吨，居全省前列，成
功入选了全国首批56个畜牧业绿色
发展示范市；

农产品加工企业总数达到693

家，龙头企业数量达到57家，其中
国家级4家、省级7家、青岛市级46

家，国家级龙头企业数量位居青岛

市第一、山东省第二。
…………
数字足以说明，莱西农业不仅

有数量上的“大”，更有质量上的
“强”。近年来，该市坚持现代农
业的发展理念，推进农业产业化，
培育乡村振兴新动能，走出了一条
以农产品加工为重点，以改革创新
为突破，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新旧
动能转换模式。

组织模式：

龙头企业加基地加农户

莱西农业从来就不缺乏“新模

式”，早在10多年前就在全国推广
了以“公司+农场”为核心的“九
联模式”。近年来，该市调整优化
农业产业结构，着力培育壮大了果
品、花生、蔬菜、奶牛、生猪、肉
鸡6大产业链条，引导龙头企业建
设原料基地，鼓励新型经营主体发
展农产品加工，形成了以“龙头”
带动基地，以基地带动农户的“公
司+农户”“公司+中介组织+农
户”和“公司+合作联社+农场”组
织模式，推广了规模化和标准化生
产。如今，从万福等一批龙头企业
的转型升级，到世界500强雀巢等多

家“洋龙头”的引进，莱西将广袤
的田野变成了“工厂”，将连片的耕
地变成了企业的生产车间。目前，全
市80%以上的农户被纳入产业化经
营体系，每年带动农民增加收入30多
亿元，人均增收6000多元。

“强龙头”还带动了以农产品
质量安全为核心的品牌建设。“九
联”“万福”等中国名牌，佳德食
品、东生花生、长寿食品、东庄头
蔬菜等大批山东省著名商标和山东
名牌熠熠生辉；全市“三品一标”
总数已达到106个，涌现出了“店埠
胡萝卜”“马连庄甜瓜”“莱西大

花生”“东大寨苹果”等一大批知
名品牌。

产业模式：

好吃加好玩加好看

在马连庄镇海升果业产业园，
优质苹果采摘后要经过“选美”，颜
值高的苹果贴上海升“清谷田园”的
标签进入各大商超。颜值低的苹果
则进入果汁加工企业，加工成浓缩
苹果汁。这种深耕苹果产业发展链
条，推动“牵一接二连三”的发展
模式，所带来的收益比单纯种植苹
果要高出几倍，（下转A2版）

农村大众报乐陵讯 （记者孙
成民 张天银 通讯员刘敏）一个
村集体有多少资产？村干部会说：
有账，查查就知道了。可很多村的
账还是在改革开放前生产队账本的
基础上建立起来和延续下去的，经
过40年的发展和变化，村集体实际
到底有多少资产，很多村并不了
然。

乐陵市寨头堡乡寨头堡村是个
拥有900多口人、800亩耕地的村
子。今年五六月份，在乡经管站等
单位的帮助下，这个村对集体资产
进行了一次大清查。这次清查，涉
及沟湾、公共场所、机动地、林
地、开荒地，共 1 5 7块（处）、
806 . 44亩，最小的一块是占地只有
2厘的村边空地。

清查完，看着新建的村集体资
产账册，71岁的老支书曹俊兴乐
了。对比老村账，这个村不仅增加
了包括土地、水面、道路等在内的
168亩集体资源，还多出5间房子一
个大院。这5间房子一个大院，因

权属不清，荒闲了十多年。这次清
查，核定其权属归村集体，村里就
将其拍卖了，账上一下子多出10 . 5

万元。村里收回了1500米长的生产
路两侧的植树权，村集体买来树
苗，村民栽植、管理，长大后收益
双方三七分成。

今年以来，查清了村集体家底
的不仅是寨头堡村，乐陵市809个
村都在做同样的事。乐陵借被列为
山东省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
县（市）的契机，对全市农村集体
资产进行清产核资。为此，该市招
标1家专业测绘公司、3家会计师事
务所、1家档案管理公司，开展集
体资源测绘登记、清产核资和档案
资料整理工作，聘请2名法律顾问
全程参与政策制定、纠纷调处、矛
盾化解等工作。

对每个村的每一块（处）集体
资产，哪怕其再小，也要做到六方
人员到位：测绘公司的测绘员、会
计师事务所的会计、档案管理公司
的专业人员、乡镇经管站的工作人

员、村干部、资产四邻涉及到的村
民。村民认定权属和四邻后，进行
测量绘制、登记造册。与此同时，
该市针对长期以来农村因各种原因
形成的不合理、不合法合同以及侵

占集体资产资源情况进行专项清
理，将农村“三资”问题合同分为
程序违法、标的过低、期限过长、
改变用途、拖欠租金、要件不全等
6种情况，采用协商、发出律师

函、法院起诉、移交立案等方式，
对这些合同进行重签或废止。

据乐陵市经管局局长汪军介
绍，乐陵市的农村集体资产清查核
实工作目前已全部完成，共清查核
实集体资产5 . 7亿元，比账面数核
增1 . 1亿元。这次共清查登记集体
土地150 . 2万亩，其中核实除宅基
地、家庭承包地之外的集体农用
地、水面、道路、沟渠、公共场所
等集体资源37万亩，比原统计数据
增加16万亩。

农村大众报烟台讯 （记者郭
杰 通讯员刘御芳)深秋时节，烟台
市牟平区姜格庄北，工人们正在将
一个个大型集装箱沉入海底。

这些集装箱的样子有些“特
别”，四周开了不少窗子。“这些
可不是普通的集装箱，它们都是改
造好的人工礁体。”东方海洋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牟平分公司经理曲善
村介绍，这些礁体沉入深海，相当
于给鱼类盖了一间牢固的房子，吸
引鱼群在礁体内活动栖息。

“就像电影《美人鱼》中那艘
美人鱼聚集的沉船，其实也算人工
鱼礁。”说起人工鱼礁，曲善村兴

致盎然。他说，人工礁体不仅仅有
集装箱，在这个海洋牧场示范区，
水泥管礁、空心砖礁、牡蛎礁、金
字塔礁都为鱼类生长提供了新的空
间。这种增养殖模式，能更有效地
实现养殖模式从“资源掠夺型”向
“耕海牧渔型”转变。

“礁体广大的表面积，能使鱼
虾等海洋生物量显著增加。礁体各
式各样的结构、众多的空隙，为喜
礁性生物提供了良好的栖居场所，
成为许多鱼卵、乌贼卵的附着基和
孵化器，表面附着生物不仅为浮游
性鱼卵孵化后的仔稚鱼提供丰富的
饵料，更是一个安全的庇护所。”

曲善村说，人工鱼礁按其作用和功
能不同，一般可分为增殖型鱼礁、
渔获型鱼礁、游钓型鱼礁、环境保
护型鱼礁四类。

站在海边远望，几座海洋牧场
平台若隐若现。“我们眼前的这座
平台，总面积600多平方米，集观光
体验、海洋牧场展示和海洋牧场观
测网系统等辅助功能于一体，我们
称之为自升式多功能海洋牧场平
台，是海洋牧场装备化的重要体
现。”曲善村介绍说。

人工鱼礁投放后，不少海钓爱
好者最直观的感受是——— 鱼的种类
和数量都增多了，还常常能钓到几

十斤的大鱼。据了解，目前，牟平区
海洋牧场已具规模，有国家级海洋
牧场示范区2处，省级海洋牧场示范
项目4处，海洋牧场总面积近13万亩，
年产刺参3000余吨，扇贝等其它海产
品近10万吨，产值达12亿元。

海洋牧场还为当地旅游业的发
展注入了新动能。登上“兴运岛号”
海洋牧场平台，透过平台负一层的
玻璃窗，可以看到海中的水母、各种
鱼类等海洋生物。“这是目前国内第
一座半潜入海平面下的观光平台。”
公司负责人张志辉说，依托离岸装
备，公司将垂钓、观光旅游和潜水等
产业相融合，打造“海洋牧场+旅

游”产业发展格局，后续还将增设
休闲型深水网箱，丰富游乐与服务
设施，形成陆、海、桥三位一体立
体化现代渔业观光游览区，构建近
海观光游览、消夏、亲水的海上新
兴多功能平台。

在这次乐陵市的农村集体资
产大清查中，这个市花园镇帽刘村
土地一下子多出 2 6 0亩。这个村
1996年分地时，荒地、边角地、场院
地等都没分。这些地被一些村民开
垦出来，种上庄稼和树木。以前，这
260亩地归谁所有，真不太好说：名
义上归村集体，部分村民却在年年
无偿地使用着。

曾经到滨州市一个小村采访，
记者问村党支部书记村里有多少耕
地，村党支部书记立马回答：100来
口人，100来亩地，一人一亩。看着村
周边那一眼望不到边的庄稼地，记

者说：不对吧？这位村党支部书记想
了想说：账面上是100亩，村民实际
耕种的到底有多少，他也不太清楚，
至少在3000亩以上。这个村地势低
洼，荒碱地特别多。改革开放初期，
土地承包到户，村里只把生产队耕
种的100来亩地分到户，至于那些荒
地，谁开垦了便由谁种。经过二三十
年的熟化，这些被开垦出来的荒地，
早已和当初分的地没啥区别。

账面上归村集体，却由村民无
偿地使用着，其弊端多多。村集体
资产少，收入便少。收入过低甚至
是无收入的村集体，到目前还有很

多。村集体没钱，便无法办村里的各
项事业，包括道路、沟渠整治，包括
村庄绿化美化，等等。这样，一个村
的发展便困难重重。不能为村民办
事，村级组织在村民心中威信便无
从谈起，村级组织的振兴便困难重
重。还有，个别村民年年无偿占有、
使用村集体的资产，其他村民心里
肯定对此不满，这必然会在一个村
里埋下不和谐、不稳定的种子。

乡村振兴事关每一个村庄、每
一位农民。在实施这一战略时，摸
清农村集体资产、彻底明晰产权关
系很重要。

冬季修水利，
正是好时机。

挖地如挖粮，
整地如修仓。

前三季度全省重污染天数同比减少5 . 6天

莱西新旧动能转换助推现代农业发展
农村大众报通讯员 吕树明 孙永传 王文磊

清查集体家底 明确产权关系

乐陵农村集体资产比账面涨出1 . 1亿元

◎快评

摸清农村集体家底，利于有序发展

牟平在海底给海洋生物盖“房子”
建起13万亩鱼虾乐园，6处海洋牧场产值达1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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