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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讯 记者日前从省财政
厅获悉，今年起我省将辣椒、生姜纳
入蔬菜目标价格保险保费补贴范围。
其中，辣椒保险金额1500元／亩、保
险费率7％、保险费105元／亩，生姜
(面姜)保险金额4500元／亩、保险费
率7％、保险费315元／亩。目前，保
险补贴范围已涵盖大蒜、马铃薯、大
白菜、大葱、蒜薹、生猪、生姜、辣
椒等8个险种。

我省2014年开始探索试点特色农
产品目标价格保险，2018年印发《山
东省特色农产品目标价格保险保险费
补贴资金管理办法》。根据《管理办
法》，农户自行承担保险费的40%，

各级财政承担保险费的60%，其中东
部地区，省级财政承担35%，市县级
财政承担25%；中部地区省级财政承
担40%，市县级财政承担20%；西部
地区省级财政承担45%，市县级财政
承担15%。市县级财政的承担比例由
市级财政确定，原则上市级财政应承
担市县负担部分的50%以上。

目标价格保险责任范围是，以保
险条款约定的目标价格作为起赔标
准，当保险期间内参保品种平均生产
价格低于目标价格时，视为保险事故
发生，经办机构对跌幅部分进行相应
赔付，高于目标价格时不赔付。

(陈晓婉)

山东特色农产品
目标价格险扩至8个险种

农村大众报寿光讯 （记者张
婷）4月20日，第二十届中国（寿
光）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在寿光市
开幕。本届菜博会以“绿色·科技·
未来”为主题，围绕服务“三农”
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展示了
国内外蔬菜产业领域的新科技、新
品种、新成果。展会室内面积16 . 5

万平方米，设有12个展馆、优质蔬
菜品种展示区、蔬菜博物馆等。

“今年的菜博会办得特别好，
很有看头！特别是8号馆，展示内容
丰富多样。”寿光市洛城街道高淮村
一位姓苏的老人说。8号馆是菜博会

的“重头戏”，展示了蔬菜与文化融
合的艺术。该馆以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为主线，选取大事、要事、喜事融为
一体，以生鲜菜果为表现符号，运用
蔬菜挂果、粘贴、盆栽、雕刻等艺术
手法，展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
大飞跃和辉煌成就，再现新中国沧
桑巨变的壮丽图景。

走进7号馆中，40多种先进的无
土栽培模式让游客啧啧称奇，所有
蔬菜不靠土壤但生长茂盛，空中管
道、苗床式、螺旋式立柱、倾斜立
柱等栽培模式，形式多样，组合别

致，凸显无土栽培的魅力。“在这
里，游客不仅可以近距离感受现代
农业，还能把蔬菜带回家。”该馆
馆长刘艳红说。

10号馆可以让人领略众多蔬菜
种植前沿技术。智慧农业系统及其
农业物联网监控系统、远程视频监
控系统、农产品质量安全溯源系统
等技术，既可以实时监控各展馆作
物生长环境、生长情况，也可以对
蔬菜进行溯源。在该馆植物工厂展
区内，一排排蔬菜在控温控湿的密
封房间内生长，照射蔬菜的灯光大
有讲究。“工厂内的LED灯光谱丰

富，可以根据果菜和叶菜在不同生
长时期光子数的需求来调节光通
量，让蔬菜在人工光的环境下正常
生长，实现一年多批次产出。”展
区工作人员介绍。

来自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的林
浩在5号馆里观赏蔬菜廊架园艺景
观，这是他第一次参观菜博会。
“这次参观菜博会不虚此行，见识
了 很 多 我 以 前 没 见 过 的蔬菜 品
种。”林浩看着缠绕在廊架上的鹤
首葫芦赞叹道。据了解，5号馆展示
了800多种蔬菜，采用20余种不同形
式的园艺廊架进行实地种植。青蔬

硕果的廊架下，以“寿光模式”、地域
文化和乡村振兴为内容的30多个景
观坐落其中。

寿光现有60多万亩蔬菜，年产
量450多万吨，种苗年繁育16亿株，
被誉为“中国蔬菜之乡”。菜博会
已成功举办19届，成为联系外界的
桥梁、联结客商的纽带。据统计，
寿光已与3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合
作伙伴关系，建立了36个外向型农
业示范园区，百余种深加工农副产
品直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本届菜博会为期40天，到5月30

日结束。

满城春色满城绿 菜乡今又摆盛宴
第二十届中国（寿光）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开幕

黑裤、黑袄、黑脸膛……眼前
这位67岁的老人，一眼看去，就是
一位地地道道、普普通通的农民。
有谁想到，他曾是一名国家干部。

张峰云，滨州市北海经济开发
区马山子镇张赵村党支部书记。19

年前，正在镇农机管理站担任站长
的他按照组织安排，从镇上到村里
任职。

“把吃国家工资的职务辞了，
到 村 里 任 个 不 在 级 的 党 支 部书
记！”张峰云一开始想不通：“不
知道的还以为我犯了啥错被贬回去
的。”张峰云是张赵村土生土长起
来的，对村里的情况很清楚：宗族
矛盾尖锐，集体负债14万元，村里
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村民常常
“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土”。

镇党委多次找张峰云谈话，最

终他决定回村：“咱是党员，是党
员就要服从组织安排。”

张峰云刚一上任，讨债的就上
了门。镇上变电所负责人找到他，
说：“村里还欠着我们5000块钱的
线路改造费。如果认这个账就供
电，不认这个账就把村里的电给掐
了。”没了电，村民们咋过日子？
张峰云硬咬着牙承诺还钱。

困难还不止这一桩。那时，村
里没有一条好路。多年来每家盖房
子都运土垫地基，久而久之，村里
的路都成了沟，每逢下雨人们出门
都是贴着墙根走。当年，村中一位
姑娘结婚，张峰云作为长辈送她出
嫁。不巧的是，结婚前一天下了暴
雨，村里到处是泥水，迎亲轿车根
本进不了村。无奈之下，新娘只能
穿着婚纱和高筒雨靴走出家门。婚

礼摄像师一看这场景，说:“这段不
用录，录下来也不好看。”那天，
张峰云内心被深深刺痛了，酒席上
一口饭也吃不下，只想着赶紧把路
修好。

一桩桩，一件件，都需要钱，
钱从哪里来？这时，张峰云听说有
人想承包村里的荒地种棉花。征得
本村党员和村民同意后，张峰云报
请镇党委批准，村里800多亩荒地成
功承包出去。接下来，村里另一块
2000多亩的荒地被本村村民承包下
来。“对方预付了承包费，大约有
3 0多万元。我们还清了村子的负
债，村集体也终于有了收入。”

为了让全村人信服，张峰云把
20万元修路费托付给村里威望极高
的张长法保管。每动用一笔钱，张
长法都仔细记录下来，过段时间就

向全村人公布。
2 0 0 1年农历二月初二，龙抬

头，在热闹的鞭炮声中，张峰云和
村民们开工修路。先从村外调3万
方土，把道路坑洼处填平，又进行
道路硬化，直到6月，终于修好了
第一条路。“那段时间，我没白没
黑地泡在修路现场，但一点也不觉
得累。”

“峰云不是来摆架子、混日子
的，一起步就解决了这么多年的老
大难问题。”2013年，滨州开展农
村环境综合整治，在市派第一书记
的帮扶下，张峰云和村干部刨下深
树坑，埋下牛粪等营养质，填上外
地运来的中性土壤，再栽下根部带
有原地土壤的树木。在大家精心照
料下，白蜡、冬青、小龙柏等5万
株树都成活了，一改村子“苦海沿

边不见树”的荒芜境况。
“峰云有想法有担当，整天想

着怎么把村子发展好、让村民过上
好日子。在他的带领下，又穷又乱
的村子美起来了。”村党支部副书
记张发云说。2014年，张赵村被列
为全区“三改两建”(“三改”是厕
所改造、纯净水改造、棚户区改
造，“两建”是浴室建设、卫生室
建设)试点村、先行村。为了尽早让
村民共享发展成果，张峰云和村干
部不停地跑手续、跑材料、跑资
金，紧盯质量、紧盯进度，当年就
完成了全村旱厕改造、公益浴室
建设、省级标准化卫生室建设和
干净饮用水改造工程，成为全市
科学发展观摩会观摩点。到2 0 1 9

年4月，张赵村又变了样。中心文
化广场干净整洁，绿化苗木整齐
美观，村里还投资硬化了环湖路
面、清理了荷花湾，成为了省级
美丽乡村示范村。

“我和村‘两委’成员正准备
办的一件大事，就是村集体出资建
一所老年公寓，让村里的老人也改
善改善生活质量。”张峰云说。

惟愿乡亲笑，汗水不足惜

镇干部回村任支书，一干就是19年
农村大众报记者 郭杰 通讯员 王青 张秀华

3月26日，高唐县梁村镇和睦王
村的羊场动工，这一天，该村还在
整治完的池塘里撒下了第一批鱼
苗。将来，和睦王村的这些农产品
都打“和睦乡亲”这一品牌。

然而5年前，这个村还是一个
远近闻名的上访村、负债村、软弱
涣散村。这些变化，得益于和睦王
村的党支部书记殷庆波。他是梁村
镇直接任命的兼职村支书，同时也
是梁村镇的林业站站长。

以心交心治乱村

一直以来，和睦王村是全镇的
垫底村、上访村，村内不和谐现象频
发，还有派系之争，40年来村内只发

展了4名党员。正因如此，梁村镇林
业站站长殷庆波于2015年9月1日被
组织直接任命为和睦王村村支书。

刚上任时，村民并不买这位新
任支书的账。为了取得群众的信
任，殷庆波挨家挨户地去拜访，村
里的红事、白事都随礼。“去年下
大雨，都半夜11点了，殷书记还开
着车来村里转了一大圈，他担心村
里有危房。”老支书高建军说。据
他介绍，村里的孤寡老人李洪水生
病时，殷庆波就像儿子一样陪他上
医院，住院期间，他和其他村干部
轮流陪床照顾；老人去世时，殷庆
波还组织村“两委”成员给这位无
儿无女的老人料理了后事。

就这样，和睦王村的68户村民
渐渐认可了这位村支书。如今，村
里上访的事情、打架的事情不见了
踪影。村里涌现了谁家有事都走在
前面的王洪范，任劳任怨的好媳妇
徐丙霞，率先试种中药材的王祥
华，培养出全村第一位博士的李玉
花……

2017年底，村“两委”换届，
殷庆波全票当选村党支部书记和村
委会主任。

“和睦乡亲”引领创业

人穷、水咸、地盐碱，一亩地
一年的土地流转费只有200元，和睦
王村贫瘠的自然条件并没有吓倒殷
庆波。他带着村民考察羊的行情和
垂钓产业，最终与村“两委”一道
把目光锁定在了养羊、养鱼、植棉
这三个产业上。

如今，和睦王村的养羊场正在
收回的闲置宅基上火热建设，“集

体育雏，全村养羊”的美好图景即
将在这个土地贫瘠的小村庄成为现
实。村中央刚刚整治完的池塘里，
第一批鱼苗已经撒下，将来这里还
要搞垂钓和农家乐。

在村委会的号召下，村里的
“种地达人”高建民、张希玉等发
起成立高唐县和睦乡亲种植合作
社。该村还在工商局注册了“和睦
乡亲”这一品牌，将来，和睦王村
的鱼、羊、棉等所有农产品都打
“和睦乡亲”这个牌子。去年，村
集体有了1 . 1万元的集体收入，今年
保守估计能达到5万元。

“兼职书记”把户口迁到村

殷庆波是梁村镇党委直接任命
的村支书，他在梁村镇还担任“林
业站站长”的职务。和睦王村与镇
驻地之间这1 . 5公里的距离，他已经
记不清到底走了多少遍，往往一天
就得来回四五趟。据老支书高建军

介绍，殷书记从不休周末。“清正
廉洁官本分，执政为民党根基”，
殷庆波的办公桌前贴着这样的一幅
毛笔字。

2018年，和睦王村这个曾经的
垫底村在全镇84个行政村中综合排
名第三，陆续接待外县区和兄弟乡
镇参观达十余次。殷庆波还在全县
的集体经济大会上做了典型发言。
在殷庆波的规划里，2019年是和睦
王村的“快速发展年”。如今，为
了让村民放心，也为了管好村内事
务，殷庆波把自己的户口也迁到了
和睦王村，他要在这里轰轰烈烈地
打一场带民致富的“大战役”。

林业站长兼职村支书，上访村变成“和睦乡亲”
农村大众报记者 刘真真

谷雨种棉家家忙。
过了谷雨种花生。
苞米下种谷雨天。
谷雨前后见家吉（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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