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沃野平畴铺画卷，万顷良田迎
丰收。深秋，在国家现代农业示范
区巨野县，现代农业产业园区里依
然瓜果满枝，农家小院，满满的收
获，玉米黄棉花白，椒红蒜白，蔬
菜基地青青的幼苗生长着新一轮丰
收的希望。

巨野县自2015年被确定为国家
现代农业示范区以来，大力培育主
导产业，全力推进农业园区建设、
土地流转、农产品质量安全、培育
品牌、“一村一品”等工作，现代
农业示范区建设紧锣密鼓。

园区引领现代农业方向

200斤重的南瓜、五颜六色的
彩椒、长在空中的红茄……日前，
在巨野县山东龙美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生态农业园里，这些“新奇特”
长得枝繁叶茂，结出了累累果实。

“大力发展绿色循环农业，引
领现代农业发展方向。”负责园区开
发建设的山东龙美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负责人介绍，通过矿区沉陷区综
合治理后形成的集中连片、田成方、

路成网、排灌顺畅的可耕地，采用机
械化、智能化、标准化科学技术，生
产高档花卉及高档蔬菜。

巨野县按照发展布局进行现代
农业产业园规划建设工作，产业园
的建设以“巨野县特色农业品牌”
创建、“巨野特色田园综合体”塑
造为核心，构建循环农业产业模
式，塑造具有区域特色的现代农业
产业园。规划了巨野县龙麟现代农
业产业园、巨野县金山农业旅游
园、万福休闲农业示范园和特色种
植产业示范园等四个园区。

在巨野县麒麟镇南曹村，村里
流转的1200亩土地上，30兆瓦的太
阳能农光互补项目已投产发电，光
伏板下面牛蛙已长到一斤重，各种
矮化果树依然青枝绿叶。据了解，
该项目由村、种植大户和光伏企业
三方共同合作，为村里带来“四大
利好”：土地流转收入、农业收
入、项目分红和就业机会。今后30

年，南曹村光伏项目每年可返还
376万元税收，分配给全镇1256家建
档立卡的贫困户。此外村集体每年

可有数百万元收入。产业的不断兴
旺，让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尝到了甜
头。

特色农业绘就七彩版图

蓝天白云下，核桃园镇辣椒种
植基地火红的辣椒挂满枝头。秋收
的巨野大地被装扮成一幅七彩油
画。

被确定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
以来，巨野县确立了粮食、蔬菜、
畜牧和水产养殖三大主导产业，划
定了粮食生产功能区，苹果、樱
桃、葡萄等水果种植区，大蒜、棉
花、辣椒等经济作物种植区，甲
鱼、淡水鱼养殖区等四大高效农业
产业区。通过主导产业的培育，全
县粮食面积基本稳定在120万亩，
蔬菜面积发展到37万亩。2018年，
全县粮食总产量12 . 5亿斤，农作物
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85 . 2%，
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2999元。全县
新的农业产业化布局趋于合理，农
业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提高。

巨野县正确引导土地流转，积

极引导农业科技公司、农业合作
社、种粮大户和家庭农场参与土地
流转工作。截至目前，全县完成土
地流转44 . 2万亩，流转率34 . 5%。今
年上半年完成土地托管面积达到20

万亩。目前，全县农民专业合作社
1720家，其中国家级示范社5家、省级
示范社22家、市级示范社18家，已培
育国家级示范村镇4个、省级示范村
镇2个、市级专业村56个。土地规模
化经营程度大幅度提高，有效地推
动了全县现代农业的快速发展。

示范基地成为农民增收亮点

乘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创建东
风，巨野县一个个现代农业示范基
地悄然崛起。全县设施农业面积发
展到15 . 5万亩，日光温室达到6700

个，面积16500亩。园区落地项目达
13个，资金到位13 . 2亿元；签约项目3

个，计划投资33亿元。全县标准化农
田面积达到81万亩，标准化农产品
基地面积达37万亩，28个基地通过
了无公害农产品和绿色食品认证，

“三品一标”认证数量达119个。

今年初，巨野县被命名为省级
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同时，县里积
极培育农产品品牌，推进“一村一
品”工作。

目前，巨野县的“华鲁”牌面
粉、“冠群芳”牌美酒、晨农“惠
康泽生”牌大蒜系列产品，获得山
东省著名商标；“恒丰”牌大蒜制
品被评为山东省农产品知名企业品
牌；巨野青山合作社“巨野大蒜”
和独山曹楼的“河中参”甲鱼被认
定为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示范
基地和农产品品牌培育也让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顺势做大做强，目
前，巨野县拥有国家级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1家，省级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5家。对获得省级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称号的企业，县财政奖
励50万元；获得国家级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称号的企业，县财政奖励
100万元；同时，县财政还在新品
种、新技术、新装备引进等方面给
予奖补。

农村大众报通讯员 谢新华
王永福

沃野铺画卷 良田迎丰收

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巨野县“农业更现代”

10月26日，平邑县王保胜事迹
陈列馆建成启用，全面展现了平邑
县特等残疾抗日功臣王保胜斗争的
一生和革命的一生，讴歌了他信仰
坚定、忠诚担当、鞠躬尽瘁、无私
奉献的精神境界和高贵品质。至
此，王保胜事迹陈列馆成为平邑县
继九间棚精神展览馆、八路军115

师在沂蒙纪念馆、桃峪高干会议旧
址陈列馆等又一沂蒙精神党性教育
基地，成为干部群众接受爱国主义
教育及提升自身素质的“第二课
堂”，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
“红色引擎”。

近年来，平邑县坚持问题导
向，针对发展过程中的重点、难点
和干部中凝聚力、执行力、创新力
不足等问题，深挖红色资源，培树
党建品牌，传承弘扬九间棚精神、
沂蒙精神，以党建引领发展，以先
进事迹和伟大精神感染人、激励
人、鼓舞人，着力培养、锻炼一批
敢闯敢干、勇于创新“好党员”
“好干部”，在全县大力营造一心
一意谋发展的干事创业氛围，为争
先进位、跨越发展注入了不竭动
力，打造了更加优质、更加便利、
更加亲民的营商环境。

“红色品牌”引航

平邑县作为沂蒙革命老区，中
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都在这里留下
前进脚步：1939年初，115师到山东
首站就来到平邑县北部山区马家峪
一带，和当地群众建立起浓厚的血
肉 联 系 ， 涵 养 了 这 片 “ 红 色 沃
土”，从此扎根成长，抗日战场、
解放战争中每一块土地、每一个村
庄都曾留下过革命者的足迹，苏家
崮战斗、115师桃峪高干会议等许
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流传至今。20世
纪八十年代末，坐落在平邑县东南
部海拔640米的龙顶山上的九间棚
村，党支部书记刘嘉坤同8名党员
以九柱擎天的勇气带领280多名群
众治山、治水、修路、架电、植
果，同恶劣的自然条件作斗争，成
为全国山区农民脱贫致富的典型。

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组部部长
的宋平写信称“平邑县九间棚村党
支部，是全国山区农民依靠自力更
生脱贫致富的一面旗帜”，时任山
东省委书记的姜春云称“九间棚是
沂 蒙 山 区 升 起 的 一 颗 璀 璨 的 明
珠”。于是便有了闻名全国的“团
结奋斗，顽强拼搏，坚韧不拔，艰
苦创业”的“九间棚精神”。如今
九间棚精神已成为沂蒙精神的重要
组成部分，成为党建品牌和一面旗
帜。

由此，平邑县的党性教育基地
展现了平邑人民在不同时期乐于奉
献、敢闯敢干的精神，展现出了不
同时期的沂蒙精神。以八路军115

师老一辈革命先驱铁一般信仰、铁
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
当的高贵品质和艰苦创业、顽强拼
搏、忠诚奉献、一心为民的“四铁
精神”；以苏家崮等抗日先烈舍生
取义、奋不顾身、不怕流血牺牲的
革命精神；以特等残废军人王保胜
爱国主义的家国情怀、忠贞不渝的
民族气节、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坚
韧不拔的革命意志，教育鼓励下一
代把先烈这种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信
念传承下去；以改革开放以来，九
间棚团结奋斗，顽强拼搏，坚韧不
拔，艰苦创业的时代先锋精神为主
线，由远到近，由浅及深，打造革
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一个有机联
系、不可分割的完整教育体系，让
学员感受不同时期的沂蒙精神。

这些“红色品牌”激励平邑人
民克服困难，不断汲取着“红色力
量”继续前行，向着确定的目标进
发。巍巍九顶莲花山下，平邑县郑
城镇115师桃峪高干会议旧址院子
那两棵象征着“求同存异”楸树和
梧桐村还枝繁叶茂，见证了60多年
的岁月变化。那是一次统一思想的
会议，115师和山东地方武装本着
“求同存异”的精神，建立了统一
领导机构，从而在山东取得了一个
胜利又一个胜利。近几年，平邑县
连续三年在全县展开广泛而又深入
的解放思想大讨论和纪律作风大整

顿，全县广大党员干部围绕担当意
识、创新意识、纪律规矩意识、工
作标准等问题展开大讨论。聚焦问
题深刻剖析，真正找准障碍发展的
症结，以问题导向、发展眼光、辩
证思维、进取精神解放思想，从破
除阻碍科学跨越发展的藩篱桎梏、
凝聚科学跨越发展的强大合力、打
造平邑和谐发展的新亮点等方面，
全面深入分析平邑面临的形势，以
思想大解放推动观念大更新、作风
大转变、发展大变化，为平邑加快
发展、跨越赶超注入强劲动力。

“红色基因”的嬗变

平邑是沂蒙革命老区重要组成
部分、临沂市域副中心城市、山东
省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县、国家级
重点生态功能区，放大这些优势，
关 键是打 开 思 想 解 放 的 “ 总 开
关”。

60多年前那场高干会议让平邑
县观音山名扬四海，成为人们追寻
的场地。而今天，平邑县把这里变
成新时期经济发展的“新战场”：
借助这里是中国第五种岩石地貌景
观“崮”形地貌集聚区之一，把其
独具的资源禀赋和有利条件充分挖
掘出来，作为全县全域旅游的核心
景点进行打造。由此出发，该县以
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为抓手，
以打造蒙山旅游服务基地为目标，
依托自然生态、历史人文、乡村旅
游、休闲养生等特色旅游资源，构
建以“一山一馆一花一圣人”全域
旅游新格局，全面打响“沂蒙花
海·平邑近人”旅游品牌。

新时代呼唤新精神，赋予沂蒙
精神和平邑精神实践的新目标新使
命。平邑县决策者们认为，平邑县
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
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只有
解放思想，自觉对标先进，吸纳先
进理念，真正用好这把破解发展难
题的“金钥匙”，调整发展战略，
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推动新一轮大
发展。

如今，平邑县上下转变观念、

谋划思路、完善措施，调整发展战
略，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推动新一
轮大发展。在工业补短板上搞突
破，深入实施“产业强县”战略，
积极扶持本土企业、持续优化园区
建设、精心培育企业家队伍，做优
做强做大“十强”产业，全力打造
现代优势产业集群。优化园区平台
功能，对规划建设木业、石材、罐
头、手套、军民融合等园区做好热
源、污水处理等基础配套，成为项
目落地的主阵地、新旧动能转换的
主战场。通过组建招商队伍、出台
激励政策、探索建立代理招商机
制、“飞地经济”安置签约项目、
举办金银花、石材、罐头、高端木
业等产业论坛推介等，实现“双招
双引”大突破，培育新兴产业，为
平邑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新动力。

“红色效应”的升华

从115师进军山东的步伐，到
九间棚人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丰富了
沂蒙精神，再到新时期的平邑精
神，平邑县委县政府带领全县人民
一步一个脚印，前进的步伐渗透着
时代的气息。

九间棚精神的灵魂在于有一面
鲜艳的旗帜——— 九间棚村党支部。

九间棚人之所以有今天的成
就，是因为有坚强的战斗堡垒，有
党的坚强领导。为此，平邑县传承
弘扬沂蒙精神，以党建引领发展，
健全完善“1+12345”工作思路，实
施基层党建夯实基础、规范提升、
创新突破“三年行动计划”，全面
加速基层各领域党建。大胆探索
“互联网+党建”新模式，建设了
覆盖县镇村党组织的党建可视化信
息平台，中组部、省委组织部对此
做法给予充分肯定。在农村，深入
推进农村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
设，选优配强农村基层党组织书
记。在城市，制定出台《平邑县关
于党建引领红色物业发展工作的实
施意见》等文件，成立平邑县物业
管理行业党委，加强对物业行业党
建工作的督促指导；选派20名科级

干部到城市社区党委任职“红领书
记”，实现社区全覆盖，通过派驻
党建工作指导员的方式实现党的工
作全覆盖，着力打造示范亮点，提
升城市党建吸引力和群众满意度。
在机关，深入开展“1+6+X”党建
工作模式，按照机关党支部建设
“七个标准化”要求和“一机关一
品牌，一机关一特色”的思路，组
织实施“对标争星、全面提升”工
程，深化提升机关党建工作品牌，
进一步提升了全县机关党建工作水
平。

在解决农村人才不足问题上，
平邑县通过选拔领头雁，加大农村
优秀人才培训，把选优配强带头人
作为头等大事，提高人选质量、优
化队伍结构，健全从优秀村（社
区）党组织书记中选拔考录招聘乡
镇（街道）领导干部、公务员、事
业编制人员制度，完善党建工作经
费、服务群众经费保障机制和基层
干部激励机制，为乡村组织振兴奠
定坚实人才基础。围绕“五位一
体”乡村治理体系，平邑县创新性
推行村党组织领导下的村民自治和
村委监督组织、群团、集体经济和
农民合作组织模式，出台村级组织
运行规则、村级考核指导意见、村
务监督委员会运行规范等系列规范
农村各类规范管理文件，厘清村党
支部书记和村主任的责任权利，建
立村干部小微权力清单、村干部责
任清单、村干部负面清单。以推动
产业和经济发展为着力点，发挥
“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在资源、
人脉、技术等方面的优势，聚焦政
策、资金、项目等重点要素，推进
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
农民变股东”，培育致富项目增加
村级集体经营性收入。

“红色土地”孕育“红色品
牌”，“红色效应”激发“红色动
力”，千年古镇正澎湃着青春的气
息，这片“红色热土”上正讲述着
新时代的平邑故事，开启波澜壮阔
的新征程。

农村大众报通讯员 孙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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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红色血脉” 注入不竭动力
——— 平邑县建设党性基地、弘扬沂蒙精神谋发展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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