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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3日，阳信县金阳街道蔡
王店村，王树意正和雇工一起采
摘辣椒。

今年，王树意种了120多亩辣
椒，不过到目前为止，他没有出
一分钱。“地是公司流转的，农
药、肥料的钱也是公司垫付。”
他说的公司是阳信丰阳生态农业
有限公司。

丰阳生态农业项目占地1600多
亩，总投资1000万元，是集农事体
验、共享采摘、观光旅游、生态
农业为一体的农业综合开发项
目。土地是以每亩800斤小麦的价

格流转来的。
去年，丰阳公司在金阳街道

的5个村流转了1600亩土地，然后
把这些土地转租给了10个承包小
组。“不是随便一个人都能租，
我们要考核承租人的种植经验、
管理能力等。”丰阳生态农业经
理王玉军说。斜角店村的王树意
想承租土地，但缺乏蔬菜种植经
验，难以通过公司的资格审查，
于是他找到同村的顾春丽，和她
协商，共同承包。“她娘家在金
乡，当姑娘的时候就在家种朝天
椒，现在她是我们这个小组的技

术专家。”王树意说。
为什么要和公司合作？王树意

说，一亩地的流转费在900元左右，
加上农药、化肥、雇工，种的地一多，
投入就很大。让他这样的普通农户
拿出这么多钱，难度有点大。另外，
到外村流转土地，不但要和村委会
打交道，还要和村民沟通，操作起来
也有困难，而和丰阳生态农业合作，
可以省去不少麻烦。

“和种地能手合作，解决了农
业公司不懂技术的难题。”王玉军
介绍说，丰阳生态农业有资金，有
销售渠道，但缺乏农业生产管理经

验，在劳动力雇佣、村庄公共设施
的使用上，也不如本乡本土的种植
能手有优势。

于是，都想享受规模农业红利
的丰阳生态农业和当地的种田能手
一拍即合。

经过多轮筛选，最后10个组合
胜出，并签订了种植合同。合同规
定，土地流转费由丰阳生态农业承
担，农资费用由公司垫付，农作物
卖出后，农户再返还。利润分配按
不同品种稍有不同，西瓜和辣椒种
植户和公司按7：3分成，韭菜种植
户和公司按9：1分成。

“韭菜分成为什么是 9 ： 1

呢？”丰阳农业总经理王知同解释
说，韭菜种植公司要求高，难度
大。按照合同要求，这150亩韭菜
一年只能割一茬，只能施用有机
肥，尤其在病虫害综合防控方面，
要求更是严格。在郭明善村的韭菜
种植基地，一块块黄色粘虫板整齐
排列；在地块的边上，还会种植一
些其他作物，目的是为了保证生物
多样性，维持农业生态系统持续稳
定。“这些作物可以为韭菜的天敌
提供庇护所，从而实现以天敌来防
治韭菜虫害的目的。”

“现在干辣椒每斤8元左右，一
亩地按产500斤干辣椒算，刨去成
本，能净赚2000元，我们小组能分到
1400多元。”王树意说这种合作方式
还是有账算的。“公司在阳信建有一
家大型商超，在临沂也有公司。”他
认为，公司有商业背景，再也不用担
心农产品卖不出去了。

我有资本你有技术，咱们一起创业吧
阳信金阳街道通过企业与种田能手联合，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

农村大众报记者 郭杰 通讯员 林世军

11月27日下午4时，当记者见到
朱恒杰时，他刚好从沙沟镇南常村
圣土山家庭农场，赶回薛城区畜牧
兽医服务中心。在农场的养猪车间
忙活了一整天，身上有股味，“你先
坐，我洗洗手去！”朱恒杰有点不好
意思地说。

朱恒杰的办公室很小，仅能放
下三张稍大点的办公桌。办公室外
的墙上有两块牌子，一块写着枣庄
市薛城区畜牧兽医中心，另外一块
写着薛城区畜禽技术专家服务队。

“我是区畜牧兽医中心副主
任，在服务队我是队长，不过也是
个干活的。”朱恒杰笑着介绍，和
他一样在服务队的还有8人。

9个人的服务队虽小，不过他
们三三一组，干的活儿可不轻快。
“你像老褚他们那个组，负责宣传

政府养殖政策，帮助部分养殖场落
实相关扶持政策。”

老褚名叫褚夫刚，今年51岁，是
区畜牧兽医中心的老技术员了，当
初分给他这个“内宣”的任务时，他
还有点不乐意，“我是个搞业务的，
让我出去干技术指导行不行？”答案
是不行，因为和服务队其他队员相
比，他的年龄有点大了。

薛城区畜禽技术专家服务队成
立于2017年，工作总结起来大致有
三大块：进场入户送技术；走村串
巷搞宣传；生态环境信息采集。

发展现代农业，一二三产有机
深度融合是必经之路，在这一过程
中，政府相关部门发挥着重要作
用。但政府机构如何发挥职能，由
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考验着各级
政府的执政本领。畜禽技术专家服

务队便是薛城区的关键性探索。
服务队成立至今，干的好事他

们可能自己都记不清了，不过养殖
户和企业心里有些感谢的话儿特别
想说。庞建冰就是其中一位。

“去年养殖场的猪老是生病，
就抱着试试的心态给服务队打了一
个 电 话 ， 没 想 到 当 天 下 午 就 来
了。”庞建冰是沙沟镇南常村的养
猪大户，养着300多头黑猪，每年
还出栏5000头三元杂交猪。

服务队工作人员韩冰在庞建冰
的猪场转了一圈，就找到了猪生病
的原因，“他这个养殖场管理上问
题还挺大，首先是消毒措施不够，也
不及时，另外就是养殖过于密集，再
加上通风不好，生猪很容易生病。”

找到了原因，服务队很快就给
了解决方案。如今，庞建冰的猪场安

装了超声波雾化喷淋、烟雾熏蒸等
消毒装置，并且每天对农场内外三
次消毒，今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健袖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是薛城
区本地孵化的一家养殖企业，位于
常庄街道吴庄村。2018年，企业刚
开始运营，薛城区养殖服务队就开
始跟进服务。

“‘隔行如隔山’，我们之前
没干过农业，很多问题不懂，好在
有服务队的帮助，让我们少走了很
多弯路。”有一件事，让企业负责人
安涛印象深刻，2018年，企业第一批
高端鸡蛋刚一上市就遭遇“滑铁
卢”。究其原因，原来是使用了不合
格的饲料，导致鸡蛋抗生素超标。

在安涛看来，鸡蛋卖不出去事
小，但损失一个重要客户事大。
“如果依旧使用别人的饲料，还有

可能发生此类事件。”痛定思痛，
安涛联系上服务队，希望通过他们
的牵线帮助，研发一款安全的饲
料。服务队朱恒杰、褚夫刚等人了
解到情况后，及时联系科研院校和
相关政府部门进行对接。

经过服务队4个多月的努力，
企业终于研发了拥有自主专利权的
益生菌完全发酵饲料。用这种饲料
产出的生态鲜蛋，经谱尼检测，不
含有任何抗生素、沙门氏菌，完全
符合生吃的标准。

“有了好环境和好饲料，我们
现在的鸡蛋全部打码销售，生产全
程可追溯。”安涛说。

说起成立畜禽技术专家服务队
的初衷，薛城区畜牧兽医中心主任
王崇志这样回答记者：“我们希望
通过服务队的帮助，培育先进典
型，及时总结推广好的经验做法，
引领更多的畜禽养殖场走美丽生态
之路。”

“服务队的服务是免费的，目前
在我们的帮助下，薛城区已经成功
建设美丽生态养殖场7家，正在建
设6家。全区畜禽养殖粪污综合利
用率达到81%。”朱桓杰说。

薛城区有支不收费的畜禽专家服务队
在他们的帮助下，该区成功建设美丽生态养殖场7家

农村大众报记者 张超 通讯员 张生 丁梅

艾山村东侧挨着黄河大堤，黄
河大堤再往东就是黄河。爬上村东
头不足百米高的艾山上看黄河，曾
是东阿县铜城街道艾山村党支部书
记杨昌来小时候最爱的娱乐活动之
一。

以前，在大堤上看黄河与在艾
山上看黄河没多大区别，堤矮树
稀。如今，堤宽树密，想要把黄
河尽收眼底，登上艾山是个不错的
选择。

看黄河看了大半辈子，近些
年杨昌来眼里的黄河似乎有些不
同了。“黄河水还是黄，不过沙
少了，鱼的品种多了。”11月26

日，站在黄河大堤上的杨昌来
说。黄河岸边的树林更密了，树
林里的鸟、野鸡和松鼠有时都往
村里窜。

东阿县位于黄河西北侧，黄河
流经全县5个乡镇（街道）、56个
自然村，沿线长达57 . 5公里。黄河
是一条母亲河，这话艾山村人理解
得更透彻。“从吃水到种庄稼都得
靠黄河，没有黄河哪能有这些密密
麻麻的村子。”杨昌来说，“吃水
虽然靠打井，可井里水多少，黄河
说了算。”黄河虽是母亲河，不过
却有脾气。十几年前，人们都觉得
黄河本就是黄色。黄河水黄，黄河
岸荒，风一吹，大堤两边沙土满天

飞，艾山村里的吃水和灌溉井更是
越挖越深，“靠着黄河得挖10多米
才见水”。

2003年，艾山村突然多了不少
扛着树苗种树的“干部”，后来大
堤上多了一个个窝棚，看着像“树
种不满，就不准备回去”。那时的
杨昌来还不知道，就在2003年初，
“生态立县”战略被写进东阿县政
府工作报告，植树造林、固堤护河
行动和东阿黄河森林公园项目正式
启动。

“虽然提法不完全相同，但
‘生态立县’以及‘黄河生态建
设’等相关内容已经连续17年列入
东阿政府工作报告。”东阿黄河森
林公园管理处副主任王海迎说，17

年来，以黄河生态建设为重点的东
阿县在黄河岸边栽植各种树木40多
万株，全县森林覆盖率从2000年初
的不足10%，一跃到如今的50%以
上。其中，东阿黄河沿线森林覆盖
率超过70%。

森林覆盖率70%是啥概念，可
能有些人不太懂。但杨昌来知道，
如今打井只需挖6米就出水，村里
的沙土天也早不见了；艾山村“老
杨家”农家乐老板李秀敏知道，夏
天来村里避暑游玩的城里人在大堤
上排起了长队；艾山村村民杨焕英
知道，家里的5亩多地全部流转出

去种上花草林木，她每年多挣了两
三万块钱。

东阿黄河的“由黄变绿”和东
阿黄河森林公园的建设和发展是分
不开的。从2004年被批准为市级森
林公园，到2010年晋升为国家级森
林公园，如今的东阿黄河森林公园
面积已近2500公顷，森林覆盖率达
72%，是迄今全国唯一在黄河冲积

平原上建起的国家级森林公园。
“现在，公园里有各种植物67科
237种，野生动物300余种，其中珍
稀鸟类120余种。”王海迎说，因
为喜鹊众多，现在东阿还成了“中
国喜鹊之乡”。

“保护好黄河、建设绿色生态
屏障，打造独具东阿特色的黄河景
观，一直是东阿县历届政府的一项

重点工作。”东阿县委书记雷霞
说。东阿县举全县之力，一张蓝图
绘到底,在114里地的黄河大堤上植
树造林、固堤护河、打造景点、美
化自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黄河百
里生态长廊。

如今，杨昌来喜欢让游客爬艾
山，他知道那里看黄河最好，眼前
会呈现一条舞动的绿丝带。

“生态立县”17年，东阿森林覆盖率增5倍
百里黄河大堤变身独具特色的生态走廊

农村大众报记者 祝超群 通讯员 侯昌明 崔颖

11月25日，惠民县清河镇一
家商砼企业用雾炮机等喷淋设备
进行扬尘处理。

进入冬季，气候干燥。清河
镇严格落实企业扬尘治理“六个
百分百”要求，积极开展商砼企
业规范化整治专项执法检查，经
检查，辖区内4家商砼企业均已
配备雾炮机、喷淋设施等设备，
硬化、苫盖、冲洗等措施已及时
整改到位。

（王军 王吉国 摄）

整治扬尘

“新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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