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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大众报济南讯 （记者张
婷）11月7日，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召
开新闻发布会，解读《山东省落实国
家节水行动实施方案》（以下简称
《实施方案》）。

《实施方案》提出，到2020年和
2022年，全省用水总量分别控制在
276 . 59和282亿立方米以内，万元国内
生产总值用水量较2015年分别降低
18％和20%，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
数分别提高到0 . 646和0 . 648以上。

在农业节水增产方面，《实施方
案》提出，要扩大节水灌溉规模。加
快大中型灌区干支输水渠道衬砌及建

筑物改造，完善灌区用水计量设施。
到2020年，完成国家规划的大型和重
点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加
快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引导各市加
大田间节水工程建设，建立全省墒情
监测网络，积极推广水肥一体化、覆
盖保墒等先进适用技术。到2020年，
全省节水灌溉面积达到5870万亩。

同时，发展节水种植养殖，引导
农民因地因水选择种植作物，鼓励发
展旱作农业。加快规模养殖场节水改
造和建设，大力推广节水型畜禽、渔
业养殖方式及循环化节水养殖技术。

（下转A2版）

2025年建起合理反映供水成本

有利节水的农业水价机制

金秋时节，沂源县燕崖镇传来
令人欣喜的消息：连通八个村的宝
峪路完工；红旗水库的水通到了碾
砣村的农田里；起于王庄村、长
5600米的景观墙完工；计宝峪村的
宿营基地正加紧建设；朱家户村至
双马山道路提升工程提上议程……

得益于八村联建机制的创立，
燕崖镇八个山区村在交通、旅游、
农业发展、乡村建设等方面结成
“共同体”抱团创业，走上产业振
兴的大路。

八个村庄为何要“联”，又如
何相“联”？燕崖镇乡村振兴办公
室主任、联村党委副书记周生亮指
着墙上挂的一幅联村党委构架图，
向记者娓娓道来：过去，除朱家户
村实力较强外，西白峪、石井河等
相邻村庄，虽各有资源，但这些村
要么有山没田，要么有林没湖，靠
单打独斗一直没发展起来。此外，
美丽乡村建设中，农林水基础设施
等也是硬指标，相邻八村“身单力
薄”，资源浪费的现象也不少。

何不让八村联合，把资源整合
到一起，打造一个有山、有湖、有
林、有田、有河、有业的共同体？
从去年起，“八村联建”开始逐步
实施，今年6月8日，朱家户联村党

委正式成立，八个村统筹发展。根
据石井村有龙潭，西白峪村有古
树，朱家户有美食民宿，碾砣村有
古法酿造酱油、香醋的传统，山水
河村有草莓、大樱桃休闲采摘园等
特点，规划乡村振兴共同体，打造
联村大景区，发展农业休闲观光、
运动养生健康、农村电子商务、精
品特色民宿等产业。“‘八村联
建’突出‘联’字，八个村一体化
布 局 ， 差 异 化 发 展 是 我 们 的 共
识。”周生亮说。

以山水河等4个村为例，在借
鉴朱家户村旅游经验后，选择了与
朱家户全然不同的休闲采摘、村落
文化、摄影基地、农事体验、农产
品加工等产业。领域细分了，吸引
力却更强了，原来的“引资”变成
“选资”，目前有1 0多个项目落
地，有效带动村民收入增长。

在王庄村，一家公司投资了果
蔬冻藏生产加工项目，现年加工珍
珠油杏、秋葵、青刀豆20余万斤。项目
全面达产后，年可加工1万吨，预计
年销售收入2500万元，利税300万元。
截至目前，加工车间已安置120名村
民就业，月均工资达3000元左右。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走
进朱家户村，脚下是干净整洁的石

板路，满眼是生机勃勃的绿树繁
花，“八村联建”的建筑标志立在
路口。朱家户村党支部委员杜元祥
说：“多村成为一个共同体，能优
势互补。”他说，今年十一假期，
每天有两三千人到朱家户游玩，观
风景，住民宿，走时带的是周边村
种的农产品，“碾砣村的红提、王
庄村的苹果，卖得都很快”。

抱团发展、形成合力、路径清晰
的八个村庄，也陆续争取到了多个
民生项目。在姚南峪村，与石井河、
碾砣村联合申报的水肥一体化项目
已经落地。村党支部书记柳西强介
绍，三村联合让每亩成本降低了300

元，而且还享受到了每亩500元的政
府补贴。“只有规模达到200亩以上才
能享受补贴，若不是三村联合，单个

村达不到标准。”柳西强说。
蜿蜒的宝峪路将八村串起，沿

路而行，农业园区、民宿、文化创
意、休闲度假等产业一路铺展。周
生亮说：“多村成为一个共同体，
能避免盲目跟风、千村一面的问
题，不仅实现借力发展，而且更强
调错位发展、做强产业，整体竞争
力更强。”

强村带弱村，从“一处美”到“一片美”

八村抱团打造乡村振兴“共同体”
农村大众报记者 郭杰 唐峰 通讯员 张琦

农村大众报泗水讯 （记者孙成
民 张天银 通讯员包庆淼）在一个
缺水的乡镇干水利，能干出啥事
儿？泗水县星村镇水利科科长张长
清22年完成了以下数字：修建拦水
坝110处、泵站31个，让全镇80%以上
的耕地实现有效灌溉。

张长清1996年开始干水利。当
时，星村镇真正能浇上水的耕地只
有中部，因为那里有一条1976年修
的干渠。靠这条干渠，1 . 5万亩耕
地能浇上水。北部山区完全是靠天
吃饭；南部平原有泗河流过，可泵
站太少，天旱有水也没法浇地。

张长清干水利后除了维护好原

有的水利设施外，主要干了两件
事。

第一，在北部山区修建拦水
坝。有山就有山沟，有山沟就可以
拦截起来蓄水。山沟大、地质条件
好，拦水坝就修大些；山沟小、地
形不太好就修小些的。专业的说
法，蓄水量在10万立方米以下1万
立方米以上的，叫拦水坝；小于1

万立方米的叫截浅。到现在，张长
清已经帮助北部山区农民修建起
110处拦水坝、截浅，其中42处蓄水
量超过1万立方米。这些拦水坝、
截浅加上山区水库，蓄水能力达到
500万立方米，覆盖了北部山区85%

的耕地、果园。张长清解释说，蓄
水最大的作用是第二年保证花生、
玉米、地瓜的种植。“最理想的，
是还能余下水给玉米浇一遍。”他
说，“旱了，能不能浇上一遍水，
产量差别很大。同样的年景，浇一
遍水的，玉米亩产能到八九百斤，
没浇的不过400斤。”

第二，在南部平原地区，利用
泗河的水建泵站。泵站由三部分组
成：大口井、提灌站、输水管道。
到现在，星村镇在泗河两岸已经建
起了31个泵站，铺设输水管道100多
公里，使南部平原地区90%以上的
耕地彻底告别了靠天吃饭。

粗略算下来，星村镇80%以上
的耕地已经实现了有效灌溉，这是
张长清这些年来最得意的事儿。
“从我干水利，只有2002年那次大
旱，拦水坝干了，河干了，水库干
了，我这个干水利的只好干瞪着眼
等下雨。”张长清说。

星村镇有52个村，张长清能找
到每个村党支部书记的家，喊出每
个党支部书记的名字。星村镇有5 . 2

万人，不管在田间还是在村里，农
民看见他，都会打这样的招呼：
“过来了。”

张长清说，干水利战场就在野
外，就在农民中间。

11月2日，博兴县民间木雕艺
人张迪（右二）在工作室选取崖
柏木料准备加工创作。

张迪是博兴县一名“80后”木
雕民间艺人，在当地因为一手精湛
的木雕技艺小有名气。他尤其擅长
雕刻崖柏夏蝉，在今年第十一届山
东省工艺美展中，他的作品《禅·
莲》荣获金奖。他用一把传统刻刀
雕刻出了一只融入了自己创新雕
刻技法的“金蝉”。

张迪自幼就喜爱绘画和雕

刻，2 0 0 7年求学于鲁迅美术学
院，2014年成立了自己的崖柏雕
刻工作室。他痴迷太行崖柏收藏
和雕刻，尤喜崖柏随形雕刻。他
所雕刻的崖柏夏蝉栩栩如生、仿
佛一触碰就会飞。

据了解，崖柏的价值在于其
稀缺性，其生长极其缓慢，因其
根系渗入岩石缝隙中，靠露水生
存，百年只能长到1 0 cm粗。在
1 9 9 7年被收录到植物红色名录
中。 （陈彬 摄）

“缺水镇”建起110处拦水坝31个泵站
张长清干水利22年，全镇80%以上的耕地实现有效灌溉

农村大众报郯城讯 （记者张
超 通讯员刘国伟） 1 1月 7日上
午，2019第七届中国（郯城）银杏
节在郯城县银杏会展中心开幕，会
期为11月6—8日3天，主题是“银
杏之约，融合发展”。本届银杏节
共有六个主题活动，分别是开幕
式、银杏产品交易会、第二届银杏
大健康产业高峰论坛、“醉美金
秋，邂逅郯城”银杏精品旅游推介
会、“汇商郯城 共话发展”恳谈
会、“双招双引”推介会等。

银杏是郯城的重要名片。全县
银杏种植面积30万亩，定植1400万
株，年产优质银杏果400万公斤，
银杏叶1000万公斤，从事银杏果、
叶、苗及银杏加工产品经营的人员
近10万人，600余家个体户从事银
杏苗木经营配货等服务，年综合产
值超过20亿元。2009年，“郯城银
杏”地理标志注册成功。

冬天耕地好处多，
除虫晒垡蓄雨雪。

秋冬耕地如水浇，
开春无雨也出苗。

第七届中国（郯城）

银杏节开幕

崖柏变“金蝉”

王庄村采摘园。 朱家户村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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