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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9日，沂南县大庄镇鑫隆
家庭农场 9 0 0亩小麦全部收获完
成。用时10天，108万斤小麦搬进
了粮仓。王家父子俩疲惫的脸上
掩饰不住丰收的喜悦。

今年39岁的王晓军是沂南县大
庄镇沟崖村农民，中学毕业后就
和父亲一起搞农机服务并销售化
肥。近些年，当地很多农民外出
务工，由于疏于管理，地里杂草
丛生，父子俩很是心疼。2013年，他
和父亲王占友注册成立了“鑫隆家
庭农场”，当年流转土地百余亩。

这么多地，生产的粮食晾晒是
个问题，父子俩未雨绸缪，购进
了粮食烘干机，粮食不用在晒场
晾晒，直接装进烘干机就能颗粒
归仓。尝到甜头的父子俩，配齐
了水稻、玉米和小麦从播种到收
获的所有生产设备，达到40台套，
成为临沂市第一家全程机械化的
家庭农场。过去麦田里生了病虫
害，人工打药需要六七天才能完
成，势必会影响产量，现在用无
人机喷药，一天多时间就能全部
完成，又好又快。

实现了机械化，父子俩有了
深刻体会，只要农机给力，规模
种植不成问题。这几年父子俩逐
年扩大种植面积，目前家庭农场
面积达到1200亩。另外，还为周边
乡亲700多亩农田开展农机一条龙
服务。

全程机械化，农场900亩小麦10天归仓
农村大众报通讯员 杜昱葆 高波 摄影报道

6月17日，鑫隆家庭农场联合收割机在收割小麦。

6月19日，工人将小麦装袋入仓。

夏收逐渐收尾，秸秆都去哪儿
了？秸秆能做什么用？在汶上县，
秸秆不仅能作饲料，还能生产肥
料，制成木塑板，加工成一次性餐
盘出口。

近日，笔者深入当地，看秸秆
是如何实现“变身”的。

时间：6月18日下午4时
地点：汶上县蒙牛现代牧业

一捆捆打捆紧实的小麦秸秆整
齐码放在院子里，这是牛的“晚
餐”。

“养殖场一年收两季秸秆，这
季准备收2000吨，秋季玉米秸秆更
多，准备收5000吨。”公司负责人
徐莹介绍说，这些秸秆有的是收储
点送过来，有的则是他们直接去农
户的麦地里收。养殖场专门添置了
3台打捆机下田收秸秆。“一亩地
给农户将近100元。农民还不用费

力劳神，自然高兴。”
养殖场享用这美味的是一种

秦川牛，还有一种改良牛，长相
都格外俊美。“只用秸秆、黄豆
等作饲料，没有任何添加剂。”
徐莹说。

公司大院广场正中，一袋袋的
肥料正等候装车。徐莹随手抓起一
把肥料：“你闻闻看，是不是一点
味道都没有？”为解决畜禽养殖业
产生的粪便和农业种植产生的农作
物秸秆等污染问题，该公司引进了
一体化智能好氧发酵装备，通过无
害化处理和资源化综合利用，实现
变废为宝。“这就是功能性肥料，
用畜禽粪便和秸秆制成的，添加烟
碱，能达到生物驱虫的效果。”徐

莹介绍，公司每年消化秸秆1 . 5万
吨。

时间：6月18日晚8时
地点：济宁市盛林环保有限公司

晚上8点，车间里仍是一派忙
碌的景象。这是一家24小时生产的
工厂，主打产品是一次性餐盘，同
样是用秸秆制作的。

公司负责人王忠明撕开一个盘
子，“你看这就是纯植物纤维，主
要原料是甘蔗渣和秸秆浆。可以放
在微波炉里加热，无毒无害。”王
忠明介绍，该公司年消化秸秆2万
吨。秸秆打成浆液以后，提取植物
纤维，再经过高温工艺压制成型。
“与一次性塑料餐盒相比，秸秆餐

具非常环保，自然条件下扔在野
外，45天左右就可以完全降解，不
会给空气、土壤等环境带来压
力。”

近年来，这种秸秆餐具不仅在
国内市场大受欢迎，也逐渐受到国
外市场青睐。工作人员拿出一个秸
秆蛋糕盘介绍说：“这就是我们附
近的一个蛋糕连锁店让做的，大众
接受度越来越高。”

时间：6月19日上午9时
地点：郭仓镇束村建华秸秆收储点

早上8点，这里人声鼎沸，拖
拉机排着长队等待过磅。该村村民
束建和一早下地装了一车小麦秸
秆，马不停蹄拉到收储点。

“秸秆都不烧了，早两年粉碎
还田，后来发现病虫害多。现在有
人收，拖过来卖掉，也能得点
钱。”束建和说，一亩地秸秆能卖
五六十块钱。

收储点每天凌晨5点开业，到
晚上7点结束。收储点的负责人田
建华忙着现场指挥，他有8台半挂
车、10多个工人在下面村庄收秸
秆。近一点的农户，则和老束一样
自己送过来。“去年收秸秆 3万
吨。今年到目前已经收了4000多
吨，估计能收5万吨左右。”

田建华从 5年前就开始收秸
秆。最近两三年，田建华的生意越
做越大，发展成了标准化收储点。

“有了产业化利用以后，秸秆
利用途径越来越广泛。好的没经过
雨水的送往养殖场，次一等的则送
往发电厂。”

农村大众报通讯员 张岩

秸秆“变身”记

农村大众报莱西讯 (通讯员
姜慧 王涛)日前，莱西市人社局
维权热线接到山东铁诚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莱西分公司负责人王经理的
电话，请求市人社局派出“法律专
家”上门为企业和职工进行法律咨
询服务，市人社局立即“派单”指
令劳动监察、劳动仲裁业务骨干联
合到该企业进行服务。

执法人员在企业现场了解到，
2017年1月，山东铁诚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莱西分公司与张某等6名员
工签订了劳动合同，合同将于近日
到期。公司不想再与张某等6名员
工续签劳动合同。这种情况职工是
否应获得补偿？物业公司负责人与
职工心存疑虑，互不信任，争执不
下。为此企业负责人王经理拨打了
市劳动维权热线。

经过二十多分钟的答疑释惑，
企业负责人和职工对“专家”有理
有据的讲解感到非常满意，问题得

到了圆满解决。
“以前这种情况，职工一般都

要到劳动监察部门投诉或申请劳动
仲裁维权，企业还要应诉，费时费
力，而且也不一定能得到满意的处
理结果。现在一个电话就搞定了，
这就使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真是太
省事了。”企业负责人王经理如是
说。今年以来，莱西市人社局建立维
权联动机制，将劳动争议化解在萌
芽状态。

农村大众报临清讯 （记者
唐峰 通讯员曹原）临清市青年
路街道东鸭寨居委会是个只有400

多口人的小村居。就这样一个周
边环境不优，人口、土地红利不
足的小村居，在临清市委编办派
驻第一书记李少阳带领下，发展
壮大了粮食收购、青贮玉米收
购、合同鸡养殖三个产业，闯出
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路子。

近日，在东鸭寨居委会办公
室，李少阳向记者介绍起了他们发
展粮食收购的情况：“村集体帮助
村民购买运输车辆、跑各种手续，
仅2018年，东鸭寨就新增运输用车
5辆。”目前，东鸭寨拥有粮食收购
点2个，运输汽车24辆，参与农户达
30余户，每年创收百余万元，带动
村民就业达100余人。

“发展青贮玉米收购需要提
前联系好销路，而且还要有足够
的运输车辆，我们村运作这一项
目有很大的优势。”李少阳介

绍。仅2018年秋收时间，项目带
头人于昌锋就带领10余户有运输
车辆的农户进行运作，产生收益
10余万元，参与运输的村民每户
创收近万元，而卖青贮玉米的村
民间接增收300余元。

下午两点，东鸭寨西头一下
热闹起来，4个鸡棚里的鸡要装车
外运。这些鸡，都是合同养殖，
村民和大型养殖企业签订鸡苗养
殖合同，企业出鸡苗、技术、饲
料，负责定期回购；村民出场
地，负责日常管护。2018年初，
村民于功波建成村内第一个合同
鸡养殖大棚，养殖第一茬就产生
毛利润3万余元，当年收回成本，
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截至目
前，东鸭寨已建成合同鸡养殖大
棚4个。“今年我们计划继续发动
群众，争取养殖棚能突破10个，
带动更多的村民参与进来，让这
一产业形成更大规模！”李少阳
信心满满地说。

第一书记帮村兴起仨产业
小村居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路

派单式维权，实现劳动争议当天化解

农村大众报滨州讯 (通讯员
胡德民）“凝聚能人力量，继承和
发扬优秀的传统文明离不开本土人
才……”日前，滨城区三河湖镇宣
传委员孙通在乡土文化人才“智
库”建设会议上强调。

今年，滨城区首届农耕文化

节、“屈原润文激情农庄”中海
诗社雅韵民俗采风联谊会等乡土
文化活动在该镇小王渔庄相继开
展，吸引了不少省内外游客。这
些活动能成功举办，乡土人才王
洪艳功不可没。有着广告文化传
媒、楼房装饰经营等多种行业经

验的他，为三河湖镇文化旅游出
谋划策。

在三河湖镇，像王洪艳这样的
乡土能人，都被镇政府纳入了“智
库”，成为了三河湖镇新时代文明
实践建设的“智囊团”。

据统计，三河湖镇“乡土能人
库”目前有本土专家50余人，本土
技能人才120余人。这些活跃在三
河湖镇的本土能人，正让一个个乡
村焕发别样的生机。

三河湖镇建起乡土能人库

王占友在观察粮食烘干机运行情况。 王占友在检测小麦干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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