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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济南9月9日电 记者从山
东省财政厅获悉，为支持“利奇马”
台风灾区修复重建，山东省财政厅近
日出台《“利奇马”台风灾区灾毁房
屋及农业设施修复重建贷款贴息和担
保补助实施办法》，对2020年6月底
前各类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按不高
于基准利率发放的，用于灾区农户和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修复重建灾毁房
屋、蔬菜大棚、种植养殖等农牧渔业
生产设施的贷款，给予为期三年的贷
款贴息，并由山东省农业发展信贷担
保有限责任公司免费提供担保。

据介绍，贷款贴息资金由省级财
政和市级财政平均分担，担保费用由
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按政策规定分别
承担，不增加农户负担。为提供更为
便捷优惠的服务，省级承担的贴息资
金将通过山东省农业发展信贷担保有
限责任公司直接与银行结算。

此外，对去年“温比亚”台风受
灾贷款农户，今年又遭受“利奇马”
台风灾害的，经过相关程序认定，可
采取展期、无还本续贷、借新还旧等
方式延长担保贷款期限，或适当新增
担保贷款授信。

灾区修复重建蔬菜大棚

贷款给予三年贴息

9月9日上午，在村里的收购点，
李忠和又卖了1000多斤黄金蜜梨，
2000多块钱晚上就能到手，这样的日
子已经持续了20天。梨园丰收，李忠
和足足等了3年。

在宁阳县东庄镇西谷堆村，种
了1000棵黄金蜜梨的李忠和并不算
种梨大户，西谷堆村现有1000多亩
黄金蜜梨，总共近80000棵，种植数
量超过1000棵的大有人在，这里面
就有技术员李标和村党支部书记赵
建民。

2016年3月8日，在外考察了大
半年的赵建民拉着6万棵黄金蜜梨
苗回村，还带着一个安徽的技术

员。种惯了核桃、花生和地瓜的西
谷堆村人哪见过这阵势。不过，前
几年跟着赵建民种桃致富的李忠和
相信村支书的眼光，他又跟着赵建
民成了西谷堆村第一批种梨户。

第一批6万棵梨苗需要四五百
亩地，这对拥有2540亩地的西谷堆
村来说并非难事，然而村民们却顾
虑重重。为了鼓励村民种植，村委
会把这些梨树苗免费发到本村村民
手里；前三年，打药和浇地的钱全
部由村里出，“因为前三年梨树几
乎没收成”。

安徽萧县人李标是赵建民从梁
山县请来的种梨技术老师，西谷堆

村为了让他留下来专心指导村民种
梨，专门以200元/亩的价格把村里
的50亩低产田流转给了他。“我和
村民们一起种，有什么技术问题可
随时指导。”5 7岁的李标格外认
真，哪家浇水的时间不对，他都要
跑过去说几句。“去年梨树开始挂
果，今年逐渐进入丰产期，浇水的
时机不对会影响挂果。”

今年，西谷堆村的千亩梨园
里，每天要出几万斤的黄金蜜梨，
再加上这里的黄金蜜梨甜脆多汁，
不少经销商主动找上门来收梨。来
自济宁的经销商闫龙花已经成了这
里的常客，每隔几天她就来拉上几

千斤梨。“主要卖到上海、南京，
还有济宁的精品水果店。”闫龙花
说，现在，7两以上黄金蜜梨的收
购价都超过了3元/斤。

“这1000多亩地的梨树并没有全
部进入丰产期，预计今年能产200多
万斤梨。”赵建民说，现在村里有
3个收购点，每天都有经销商来收
梨，“再加上村民自留自卖，这200

多万斤梨根本不够分。”有十多家
线上和线下的水果经销商到西谷堆
村谈合作，但由于产量有限，都被
赵建民和李标婉拒了。“有个客户
一天就要8万斤，还需要连供一个
月，我们供不上，肯定不能拿不合

格的梨凑数。”李标说，去年他们
还在一家线上店尝试了网上销售，
“8个梨就卖了118元，买的人还留
言说很好吃，但是我们现在没有那
么多高规格的梨，供次品就砸了自
己的牌子。”

如今，赵建民正和李标商量着
建恒温库。“有了恒温库，我们就
能扩大种植面积，也能储备梨果，
大客户找上门也能供上了。”赵建
民说，今年村里已经增加了200多亩
黄金蜜梨，明年他就会把婉拒的经
销商请回来。

农村大众报记者 祝超群
通讯员 陶东宁 冯 静

黄金蜜梨大丰收，千亩产量不够卖
西谷堆村准备建恒温库扩大种植面积，明年请回婉拒的经销商

农村大众报滨州讯 （通讯员
贾海宁 商凯）9月6日上午9点，沾
化区下河乡政府五楼会议室里座无
虚席，来自全区乡镇街道的枣农齐
聚一堂，参加沾化区首届大棚冬枣
大赛，比比谁种的大棚冬枣品质
好，争夺大赛的第一名。

“参加首届大棚冬枣大赛的共
有49名枣农，他们都是多年种植冬
枣的专业户，经过自愿报名、乡镇
（街道）初选、农药残留检测等程
序，最终进入到今天的决赛。比赛
将通过专家评尝、理化指标检测等
两项评比打分，评选出今年大棚冬
枣的‘果王’。”沾化区冬枣产业
发展中心副主任李良民介绍说。

沾化冬枣是枣农致富增收的支

柱产业。历经30多年的种植发展，
传统的种植模式、粗放的管理经验
已跟不上当前国内鲜果销售大市场
的步伐，全方位转型升级已势在必
行。“发展设施农业，种植大棚冬
枣既可以有效地抵御自然灾害，又
能减少病虫害用药，提升冬枣的品
质，同时大棚冬枣可提前半个月成
熟上市，好枣卖出好价钱。”沾化区
冬枣产业发展中心主任刘登枝说。

近年来，沾化区引导广大枣农
进行产业“二次革命”，解决沾化冬
枣产业靠天吃饭、品质不高、市场竞
争力低等突出问题，现已发展大棚
冬枣近2万亩。特别是下河乡青城
村、庞家村、东张村等种植专业村成
为全乡乃至全区大棚冬枣种植的样

板村，每亩大棚冬枣收入平均在万
元以上，冬枣种植大户年收入在20

万元左右。“目前全乡种植大棚冬枣
8000多亩，实现冬枣大棚全覆盖，
占到全区大棚冬枣种植的“半壁江
山”。枣农种冬枣、上大棚、卖好
价成为全乡枣农的共识。”下河乡
党委副书记、乡长王敏说。

参赛的富国街道西杨村杨秀峰
的31号冬枣以总成绩92 . 9分获得本
届大棚冬枣大赛的“果王”。“俺
种枣12年了，秘诀就是不打激素，
控制产量，根系水肥要跟上，种出
的冬枣就会皮薄肉脆，口感好。俺
总共种植了50亩大棚冬枣，10亩大
田冬枣，二代冬枣每斤卖到30-40

元，这几天棚里的冬枣陆续成熟，

每天采摘1千斤冬枣不够卖的。今
年俺打算将剩下的10亩大田冬枣全
部换上大棚。”

2019年6月份，沾化区委办下发

了《关于加快推进冬枣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意见》，制定出台了16项扶
持政策，全方位给予冬枣产业政策
支持和资金保障。

举办首届大棚冬枣大赛，尝口感测农残

沾化：49名大棚枣农争冬枣“果王”

9月6日，枣庄市山亭区水泉
镇柴山前村妇女邵萍在山坡采摘
山楂。金秋时节，山楂种植专业
村——— 柴山前村500余亩山楂喜
获丰收，红灯笼似的山楂缀满枝
头。

今年，柴山前村种植的山楂
由于受到倒春寒、春夏秋三季连
旱等不利天气的影响，产量较往
年减少两成左右。但由于该村推
广了叶面喷肥、穴贮肥水、无公
害防治病虫害等配套栽培技术，
提升了山楂的内在品质。目前，
当地优质山楂每公斤售价在3元
左右，价格比去年同时期高出
80%，且供不应求。

（刘明祥 摄）

农村大众报商河讯 （记者唐
峰 通讯员张鸣）8月30日，在商河
县白桥镇南董村，董孟秀正在整理
今年留下来的蒜种。他家里今年种
了 1 6亩大蒜，其中苍山蒜种了 1 0

亩，杂交蒜种了6亩，基本上都是每
斤4块多的价格卖掉了。“最贵的时
候5块多，我没赶上，今年这年景算
是史上第二好了，和2016年5块多的
价格基本一样。”董孟秀所在的村
子75户农民种了600多亩大蒜，今年
每亩地毛收入大概一万块的收成，
让大伙儿很满意。

在白桥镇吴家村外的大蒜收购
点，任海强一大早就开始忙碌起
来。不断有农户骑着三轮车送大蒜
过来，验货、报价、卸车、筛选一
条龙作业。“收蒜到了尾声了，我
今年收购了有5000吨了。”任海强

说，这里收购的大蒜很多运到了金
乡、兰陵等地。任海强的收购点，
在白桥算是前三位的了，他说其它
的小收购点：“数不过来。”

今年蒜价“也算行！”

苹果梨子大批卸，
出售车拉又船载。

红枣成熟适时收，
深细加工再外卖。

山楂遇“牛市”

金秋摘“金豆”

评委现场给参赛大棚冬枣打分。


	0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