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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大众报东明讯 （记者李
伟 通讯员王恩标）收下来的小
麦，用多长时间可以加工成面食？
东明县麦丰小麦种植专业合作社
（简称“麦丰合作社”）给出的答
案是4小时。

6月3日，小麦开镰。一大早，
麦丰合作社负责人马国兴来到地
头，等着收割机下地。随着两台收
割机轰隆隆作业开始，很快，连片
的几十亩小麦割完了。他随即抓起
一小把新收的小麦，捏出一粒放进
嘴里，使劲儿咬了咬。“小麦熟得
透，可以直接入库。”

与此同时，合作社加工厂区的
3条生产线上，和面、压片、烘
干、切割、包装等环节有条不紊地
运行着。“合作社收下来的小麦，
从被运到仓库，加工成面粉、挂
面，再到包装完毕，只用 4个小
时。”马国兴说。

为了这4个小时，合作社已经
在小麦深加工的路上探索了11年。

今年56岁的马国兴是东明县有
名的种粮大户。2008年4月，他联合
本村及周边村庄种粮大户，成立了
麦丰合作社，开始进行小麦良种繁
育和富硒小麦的试种。随后，他成

立了农机专业合作社，为种粮农户
提供机耕、播种、机收、机械喷药
等多项服务。

在山东省农科院等科研单位专
家指导下，合作社的富硒小麦试
种成功。2012年起，合作社开始大
规模发展富硒小麦。2014年，合作
社与一家食品公司合作，成立了
面粉加工厂，并研发出6种不同用
途的麦芯粉，销往全国2 0多个省
份。

经过两年推广，马国兴又发
现，富硒小麦只加工成面粉，附加
值不够高。经过一番市场调研，他

看好了挂面市场。2017年，合作社
筹集3000多万元，开始建设占地1万
平方米的挂面加工车间。2 0 1 8年
初，挂面生产线正式投产，年加工
能力达到1万吨。开发出富硒儿童
面、富硒杂粮面等10多种产品，价
格比普通挂面高出1倍多。

随 着 富 硒 小 麦 加 工 链 的 延
伸，越来越多种粮农民获益。马
头镇陈寨村村民陈雨田，去年秋
季种了1 6亩小麦。他说：“今年
收下来的麦子没往家拉，直接送
到了合作社。每斤比普通小麦高2

毛钱，2万斤麦子多收入4000多块

钱。”
麦丰合作社还采取土地托管方

式，降低小麦种植成本。马国兴
说，现在合作社拥有大型农机100多
台，可提供小麦全程机械化服务。
由于合作社统一提供耕地、播种等
机械化服务，一亩地能为社员节省
五六十元。此外，采用轻简化栽培
技术，每亩能节约15斤用种量，还
能再节省30元。

目前，麦丰合作社的社员达到
2000多户，经营土地面积达到2 . 6万
亩。在合作社带动下，东明全县富
硒小麦发展到20多万亩。

合作社收下来的小麦，从被运到仓库加工成面粉、挂面，再到包装完毕

只需4小时，地头小麦变挂面

农村大众报平阴讯 （记者张
婷 通讯员宋来珍）6月14日，平阴
县榆山街道翟庄村村民赵学勇拿着
“黄河滩区撤退道路地上附属物补
偿协议”，来到村委会办公室盖
章，不到 3分钟，章就盖好了。
“多亏村里有了盖章‘神器’，一
次就办好了，节省了不少时间。”
赵学勇笑着说。

赵学勇所说的盖章“神器”，
就是村级公章智能化远程监督管理
系统的终端盖章机。据了解，为规
范村级权力运行提高办事效率，避
免出现人情章、关系章，平阴县委

组织部于2018年4月牵头推出了村级
公章智能管理系统。截至目前，该
县346个村庄中有242个村建了公章
智能管理系统。

“以往，村民盖章得先找到村
会计，会计再向村支书和村主任申
请。他们要是不在家，盖个章就要
费很长时间。现在，有了智能公章
系统，随时随地都能审批，方便快
捷，村民满意。”正在手机上审批
村民盖章申请的翟庄村党支部书记
翟立春说。

“现在，村民盖章只要找到智
能公章设备管理员就可以了。管理

员通过指纹识别登录，根据村民需
求选择盖章种类，再选择审批人进
行申请，申请时需管理员将盖章文
件内容拍照上传，审批人在手机软
件上进行复审和审批，管理员收到
同 意 反 馈 后 就 可 以 给 村 民 盖 章
了。”身兼翟庄村会计和设备管理
员的翟咸涛向记者讲解盖章流程，
提交申请后，不到一分钟审批人的
手机就能收到申请消息。“审批人
应是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
由于我们村的书记和主任由一人兼
任，所以审批人只有一个。”

“智能公章系统会对公章使用

进行全程记录，每天盖章的时间、
内容、使用者和审批人等信息记录
详细。”翟立春说，以前村里用章
记录都是纸质文件，不方便管理和
查阅。而智能公章系统的记录可长
期保存，方便后期管理。调取用章
记录时，只需在设备或手机上设定
检索条件，几秒钟就能找到，一目
了然。同时，还可以有效防范违规
用章行为。

“印章虽小，事关重大。以
前公章大都交由村会计管理，存
在诸多漏洞。现在各村用的智能
公章系统，不仅能进行有效管理

和监督，还能做到源头追溯。”
平阴县委组织部远程教育中心副
主任题辉说，如果智能公章没有
合法合规使用，追究责任的部门
可依据系统记录将责任追溯到管
理员和审批人。

“涉及村集体重大事项的合
同、协议等文件盖章时，需经过
村‘两委’商议决策后，再通过
智能公章系统上报到镇（街道）
相 关 职 能 部 门 审 批 是 否 合 法 合
规，若审批不过关，文件驳回修
改，审批过关后，村里才可以盖
章。”题辉说，每个村的智能公
章 都 是 在 监 控 下 使 用 的 。 各 街
道、镇都配有智能公章监管人，
监管人在网络平台上随时监管各
村管理员坐班情况、村干部值班
情况和公章使用情况。一旦发现
异常，将立即处理。

小村智能化管公章，盖章一次办好
平阴县七成村庄用此系统，审批随时随地且全过程记录

农村大众报梁山讯 （记者魏
新美 通讯员郭焕丽 李维博）进
入6月中旬，梁山县赵堌堆乡黄河
滩区3000多亩西瓜进入收获期，吸
引了济宁、菏泽、聊城及河南濮阳
等周边四五百里地的客商及游客。
虽比同类大型西瓜批发价高近0 . 2

元/公斤，但全乡每日销售200多吨
供不应求。黄河滩西瓜如此畅销，
这其中，有蚯蚓的一份功劳。

这些蚯蚓，静静地耕耘在赵堌
堆乡沿黄速生林里。它们的主人，
是返乡创业的70后孟庆玉，他成立
了步步高蚯蚓养殖合作社。

孟庆玉曾多年销售图书，偶然
一次机会看到山东农业大学一位教
授培育的蚯蚓。2014年，他毅然回
到家乡，在赵堌堆乡王老君村养起
了蚯蚓。

回到家乡养蚯蚓，有两大优
势。一是当地沿黄大堤有丰富的速
生林资源，林下养殖地方不用愁；
二是当地养牛业发达，而牛粪是蚯
蚓最喜欢的生存环境。调整湿度，
适时增加蚯蚓床宽度，把握收获时
机……经过近两年的摸索，孟庆玉
掌握了蚯蚓养殖的基本技术，并初
步打开了蚯蚓的销路。蚯蚓卖出去
了，蚯蚓粪生产有机肥怎么样？

沿黄滩区土质疏松，适宜种植
西瓜，仅在赵堌堆乡就有3 0 0 0多
亩。孟庆玉找到了范那里村瓜农马
德民。

马德民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
种西瓜，热心，爱钻研。从种西瓜
开始，他和其他瓜农一样，育苗和
底肥全部用腐熟好的鸡粪。看到孟
庆玉找上门，马德民抱着试试看的
想法，从蚯蚓养殖基地拉回来满满
一三轮车蚯蚓粪有机肥，铺在了育
苗床上。“用蚯蚓粪有机肥，不烧
苗，西瓜口感也更好了。”马德民

经过精心对比，得出结论。
种瓜老把式的话，最有说服

力，其他瓜农纷纷效仿，并且不少
人尝试用蚯蚓粪和鸡粪掺在一起做
底肥。让瓜农们惊喜的是，蚯蚓粪
有机肥加到底肥中，地里土壤板结

明显减轻，病害也减少了。
看到瓜农接受了蚯蚓粪有机

肥，孟庆玉成立了步步高蚯蚓养殖
合作社，带动 2 0 0多农户一起养
殖，现在面积达到3000多亩，年产
蚯蚓粪有机肥5万吨。

据新华社北京6月17日电 乡
村医生是基层慢病防治的第一线守
护人，一些乡村受限于村医服务能
力和设备水平，存在慢病管理难的
问题。在近日召开的中国慢病管理
大会上，“未来诊室”“健康小
屋”等由卫健部门指导启动的智慧
健康项目用科技赋能村医，为基层
慢病管理带来了新的解决方案。

中国农村卫生协会会长朱宝铎
说，全国有130余万村医，但村医
学历层次和医疗技术水平不高、年
龄老化的情况较为普遍。云南省屏
边县白云乡就有一批“尝鲜”的村
医们。白云乡有14个自然村，很多
村寨只能步行进入，为了给老百姓
做常规体检，村医们经常背着装满
医疗设备和试剂的大箱子翻山越
岭。村医骆玉萍告诉记者，由国家
卫健委指导、复星基金会启动的
“未来诊室”智慧健康计划走进白
云乡后，不仅带来了便携B超、心
电设备、智能眼底镜等先进又轻巧
的设备，还给大家配备了“三甲助
理”。她口中的“三甲助理”是指
大数据智能问诊系统。只要输入患
者症状信息，系统就会自动提示需
要追问的问题，推荐检查和化验项
目，给出疾病诊疗建议。

蚯蚓助力，黄河滩西瓜“甜”诱四方
虽比同类大型西瓜批发价高近0 . 2元/公斤，赵堌堆全乡仍每日销售200多吨

■责任编辑 刘秀平

科技赋能村医

解基层慢病难题

本报讯 亩产835 . 2公斤！6月16

日上午，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组织有关小麦专家，对位于桓台县新
城镇西逯家村的小麦高产攻关田进行
实收测产。经专家实打验收，该攻关
田创全国冬小麦小面积单产最高纪
录，较上一纪录高6 . 5公斤。

现场实打验收经过丈量、机械收
获脱粒、称重、水分测定、取样测定
杂质率等环节。“产量能有这么高的
突破，主要在于选用了优质高产品
种，同时集成应用了高产栽培技
术。”小麦验收专家组组长、中国农
科院研究员赵广才说。

据了解，该攻关田所种植的是山
东农业大学选育的多穗型品种山农
29。山东农业大学教授李斯深介绍，
该品种株型叶相好，抗倒性、抗病性
强，在攻关田每亩能达到54万穗，较
普通小麦品种亩穗数高10万左右。

该攻关田使用了宽幅精播、镇压
保墒、水肥一体化等技术。桓台县农
技站站长王锡久说，在小麦种植前、
返青期等多次使用新型镇压机械压碎
土块、沉实土壤，减少表层土壤水分
蒸发，减轻早春冻害，利于提升小麦
抗旱、抗冻及保墒能力。

(毛鑫鑫)

桓台，小麦亩产835 . 2公斤
全国冬小麦小面积单产最高纪录再次刷新

芒种夏至常雨，
台风迟来；

芒种夏至少雨，
台风早来。

6月13日，一名游客在马德民地里挑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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