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陈秀云

2019年3月22日 星期五 农历己亥年 二月十六 第11146期

农村大众报济南讯 （记者张
婷）3月21日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召
开新闻发布会，解读《关于进一步促
进建筑业改革发展的十六条意见》。
《意见》从实施简政放权、支持企业
做大做强、深化建筑业改革、鼓励企
业创新创优、财税金融扶持、强化监
管服务等6个方面，明确了支持建筑
业改革发展的政策措施。

据了解，全省建筑业从业人员达
到380万人，其中农民工超过280万
人。

深化建筑业改革，完善建筑劳务
用工制度。《意见》支持大型施工企
业保有骨干技术工人队伍，将专业作

业企业纳入“小微企业”管理；健全
保障建筑农民工工资支付长效机制，
坚决遏制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意
见》支持企业做大做强，对营业收入
突破一定数额的，按规定给予财政奖
励；政府通过组织推介活动为企业开
拓市场搭建平台，组建“海外工程发
展联盟”，带动工业产品、劳务、技
术、标准输出。鼓励企业创新创优，
调整建设工程费用费率，实行优质优
价，对获得鲁班奖、泰山杯等奖项
的，各级政府给予奖励。加大财税金
融扶持，根据支持实体经济、民营经
济高质量发展等政策，对企业纳税予
以奖补或允许延期缴纳。

十六条意见促进我省建筑业改革发展

组建“海外工程发展联盟”带动劳务输出

3月14日，平原县桃园街道一处
麦田里，西南大学农学硕士何石宝
正在指导田间管理员用喷灌机浇
地。“用喷灌机一次能灌溉500亩耕
地。地里还有很多树、电线杆等阻
隔的地方，我们租了40多台卷盘式
喷灌机作业。”何石宝说。

今年，平原县鲁望生态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流转了桃园街道13000亩
地，划分为三个“千亩农场”，由
3名农学毕业生担任农场主。何石
宝和妻子许幸分别管理两个“千亩
农场”。

1 9 9 0年出生的何石宝是湖南
人， 3名农场主中，他的资格最
老，公司去年的第一个“千亩农
场”就是他在管理。“之前在别的
农业企业工作过，相比较来说，山
东发展机遇更多，而且除了工资还
有市、县级研究生补助，收入比原
来要高。”何石宝说。

高校走出来的硕士能不能种好
地，桃园街道吴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赵建平一开始是打问号的。去年，
鲁望集团选了5种小麦在吴家庄试
种，作为田间管理员，全程参与播种
施肥的赵建平心里不踏实：麦种播
得晚、播得少，苗太稀了，麦收这季
产量得下降，得让其他村看笑话。

对于赵建平的疑问，何石宝是
这样解释的：播种时间是根据地温
确定的；种苗密度高不一定高产，
种苗的密度要与旋耕深度、播种深
度统筹考虑。

最终麦收的结果，让老赵悬着
的心放了下来。“服气了，5000多亩地
亩均增产近200斤。”赵建平说。

跟着何石宝的脚步，去年年底，
毕业于山西农业大学的妻子许幸也
来到了平原县种田，管理7000亩地。

虽是夫妻，两口子在种地理念
上有时也会产生分歧。何石宝的
3000亩地没有田垄，因为便于机械
化作业。而许幸的7000亩地则有整
整齐齐的田垄，便于田间管理员管
理。“都有自己的道理，谁也说不

过谁，到收获的时候看效益吧。”
何石宝说，他们经常上演这样的技
术“交流”。

像何石宝夫妻一样，鲁望农业
还有一对高学历夫妻。杨春雷和妻
子卜璐璐都是云南农业大学的研究

生，杨春雷负责管理3 0 0 0亩的土
地，卜璐璐在平原鲁望研究中心工
作，负责设计农场布局、项目申报
以及涉农政策研究等等。这两对夫
妻，既是同事，又是好友，还是人
才公寓的邻居。

“回老家，亲戚问干什么工
作，我就介绍自己是种地的，他们不
理解，读了这么多年书还是种地。我
想说的是，农业现在也是一个有技
术的行业。”卜璐璐说。

鲁望农业设立了机械管理部、
植保部、成本管理部、田间管理
部、销售部、人力资源部和财务部
七个部门。农业板块是鲁望集团唯
一允许夫妻在一起工作的部门。“乡
村工作条件艰苦，公司特别照顾农
业板块人才，鼓励更多的博士、硕士
扎根乡村。”平原县鲁望生态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孔繁涛说。

分析去年种植的经验，鲁望农
业提出了“千亩农场”的概念，准
备再招聘50对专业人才。“千亩农场
就是种1000亩地、养10000头猪，由两
口子来经营，经过预测，收入还是比
较可观的。”孔繁涛说，“通过这样的
方式，再加上子女教育、医疗、住
房等方面的配套政策，吸引更多的
人才下乡从事农业。”

硕士夫妻平原种田
科学方法冲击传统观念，一季小麦让村民心服口服

农村大众报记者 戎宁 通讯员 张大伟

前一段时间，朱广泰安排人手
加紧清理外塘。因为到了3月份，
室内育苗池里的几十万尾小鲈鱼就
要陆续放外塘养了。

茌平县菜屯镇张贾村西，在占
地3万平方米的室内池和占地160多
亩的外塘里，养着整个鲁西地区都
鲜有的加州鲈鱼和南美白对虾。

朱广泰是阳谷人，在新疆等地
做了18年生意。2016年初，他注册

成立山东泰丰鸿基农业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下称“泰丰鸿基农业”）开始
进军农业领域。敢进军农业，朱广泰
心里是有底的。“一是国家现在鼓励
投资农业，二是鲈鱼、对虾等南方鱼
有运输半径和时效限制。”朱广泰
说，夏天温度高，南方鱼运到北方的
量明显减少，而且从广东运到北京，
每斤鲈鱼要贵两块钱。“我们就是打
时间差，在北方养殖南方鱼，集中在

夏秋季上市。”
从流转土地、成立公司，到投

资建厂、引进鱼苗等，短短几个月
的时间，朱广泰投了几千万元。除
了政策和市场支撑，朱广泰敢这么
“砸钱”，底气是因为他有人！原
来，投资建厂之初，朱广泰就与广
东海洋大学、珠江水产研究所等科
研院校建立了合作关系，研究营
养、水质和病虫害防治的几位专家

成了他的“帐中军师”。
广东海洋大学的孙成波教授对

鱼类病虫害防治等领域颇有研究，
朱广泰敢“南鱼北养”全仗着他。“孙
教授凭技术入股，每年享受占公司
收入2%的分红。”朱广泰说，去年公司
全年销售量达80多万斤，孙成波凭技
术股拿到了30多万元的分红。另外，精
通水质控制的珠江水产研究所林文
辉教授和擅长鱼类营养学的宁波大

学周启存教授也是凭借技术入股，分
别享受2%和0 . 5%的收益分红。

“我们这大大小小18个繁育及
养殖车间，室外还有160多亩池塘，但
是常驻工人一共才几个人，这都是
因为技术省心。”泰丰鸿基农业养殖
基地管理负责人史战旗说，“因为有
专家设计的水循环系统，我们实现
了‘零换水’；因为有专家研究的营
养菌群和防病菌群，我们实现了‘零
用药’和‘零排放’。”

今年，朱广泰又扩大了养殖规
模。“计划今年年产量在300万斤以
上。”朱广泰说，他还发展带动周
边十五六家养殖户一起养殖鲈鱼，
“养殖户从公司拿鱼苗，我们负责
技术支持和回购成鱼。”

资本下乡搞养殖，请来仨教授技术入股
“南鱼北养”效益可观，公司今年又扩大了养殖规模

农村大众报记者 祝超群 通讯员 郑兆雷 常帅

3月6日上午9点刚过，兰陵县车
辋镇蔡村省派第一书记贾瑞君来到
村西南，一台挖掘机正伸动着巨大
的挖斗，不断地把烂泥挖出来堆到
一边。一个占地不到两亩的坑塘基
本成形。

这是一处老坑塘，因多年淤
积，到去年只能存很少的一点水
了。贾瑞君筹集来两万元，想把老
坑塘的淤泥全清出来。这个坑塘虽
然不大，可却与一边的小河连着，
随时有活水补充。

虽然只是个很小的水利工程，
贾瑞君却很在意。再有10多天，就
到了周围的蔬菜弓棚大量用水的时
间，必须抢在这以前，把这个小水

利项目完成。他叮嘱在现场施工的
村主任李德存：坑塘挖好后，马上
把靠近坑塘的小河用石头和水泥砌
起来。这样做，是因为小河在这个
地方拐了个弯，夏季雨水大时，容
易冲塌河岸。“坑塘与小河间的进
出水口不要留大了，留大了泥土和
杂草等更容易进入坑塘，加快淤
积。”贾瑞君说。

离开坑塘，贾瑞君沿小河而
上。河水很小，只有两三米宽、不
到20厘米深。春日阳光下，河岸边
的小草已吐出嫩绿的芽。河边是一
个又一个的弓棚，主要种的是辣
椒，从外面就能看见满棚的绿意。
随便钻进一个棚，贾瑞君蹲下来，

看着枝叶间挂着的一个又一个辣
椒，满脸笑意。辣椒已经开始小批
量采摘了，每斤收购价5 . 7元左右，
这是个让村民心满意足的价格。

蔡村共有187户609人，除了村
西小河边的100亩地平整外，别的地
方全是荒山薄岭。2017年2月贾瑞君
来到这个村时，这个省定贫困村仅
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就有120人。全
村人能做的，就是自动分成两部分
人：年轻的外出打工；上了些岁数
的留在村里种菜，河边的那100多亩
好地全成了菜地。李德存说，村民
的收入中，打工和种菜各占一半。

贾瑞君来到蔡村后，多方筹借
资金，为蔡村做了很多，包括修村
内外道路，开发荒山，建文化广场
和村内排水沟，完成村庄绿化、美
化，等等。最让他满意的，是为这
个村搞了三处小水利。

到了村西，是一座小水库，经
过整个冬季后，现在还有10多亩水

面，春风吹着清绿的水面，荡起层
层涟漪。这个小水库是1970年建起
来的，贾瑞君来到蔡村时，小水库
年久失修，库坝四处漏水，库内淤
积得只剩下一个很小的水塘。小水
库的加固和清淤是从2017年冬天开
始的，用李德存的话说，工程完工
后，一滴水也不漏了。

沿小河再向上走，到村北的山
坡上，便是小河的发源地了。发源
地其实是一些山泉，2 0世纪7 0年
代，村里在山泉处打了一眼大口
井，以便存下更多的泉水。贾瑞君
来到蔡村时，大口井基本淤没了。
他筹集来两万元，对其进行清淤加
固。站在井边，看着水底不断冒出
来的水泡，李德存说，现在水深的
地方至少有3米。

蔡村村西的这条小河，虽然水
很小，村里的老人都没记着断过流。
前些年村民种菜，从村北的大口井、
村西的小水库、村西南的坑塘抽水，

可这三处因为淤积，存下的水很少。
蔬菜用水高峰期，村民排着队等抽
水。山里人朴实，不会因为急着浇菜
发生争执，等不及的村民就从河里
抽水，河水太少，只能用很小的水
泵，半天才能浇二三分地。

经过整治后，一井、一小水
库、一坑塘，被小河串成一线。村
民抽水浇菜，泉水始终补充着三处
水源。李德存说，村民种菜再也不
缺水了。

再也不缺水的不仅是蔡村。地
处山岭，周边其他三个村的500多亩
好地，也全在小河边。现在这条连
名字都没有的小河两边，全是蔬菜
弓棚，春日阳光下，白花花的耀人
眼。

为了那片菜地
农村大众报记者 孙成民

何石宝（左一）与同事检查小麦生长状况。

春分前后怕春霜，
一见春霜麦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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