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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1月7日讯 2020年，
山东农业农村工作将着力抓好“补
短板、促发展、树样板”三件大
事，推动乡村振兴取得重要阶段性
成果，这是记者从今天召开的全省
农业农村局长会议上了解到的。据
介绍，我省将着力完善乡村振兴制
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全力推动打造
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各项重点任务落
实，补齐农业农村领域发展短板，
圆满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
三五”规划目标任务。

乡村振兴全面起势、乡村产业
融合步伐加快、农村改革扎实推
进……2019年，山东打造乡村振兴

齐鲁样板重大政治任务开局良好，
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但在农村
公共基础设施、农村人居环境、农
村公共服务等方面，短板仍十分突
出。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决胜之年，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三农”领域短板，是今年必须完
成的硬任务。

对照目标任务，我省今年要分
类推进改厕工作，基本完成农村户
用厕所无害化改造，确保全省85%

的县（市、区）实现规范升级；全
面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开展就
地分类、源头减量试点，确保全省
95%以上的村庄实现农村生活垃圾

无害化处理；梯次推进污水治理，
优先支持乡镇所在地和中心村建设
污水处理设施，推动城镇污水管网
向农村延伸，确保30%以上的行政
村完成生活污水治理任务。另外，
我省将组织实施“四五乡村建设行
动计划”，着力打造5个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示范县、50个美丽乡村示
范镇，500个美丽乡村示范村和5000

个清洁村庄。
作为农业大省，山东粮食生产

连续6年保持在千亿斤以上。稳定
粮食生产的弦必须牢牢绷紧，要严
守1 . 12亿亩耕地红线、确保粮食产
量稳定在1000亿斤以上，完成今年

509万亩的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要
像抓粮食生产一样抓生猪生产，切
实做好生猪稳产保供工作。

在乡村产业发展方面，山东要
培育一批区域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强化农产品品牌建设，做到培育一
个品牌、做强一批企业、带动一片
区域、托起一个产业。另外，要深
入推进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工作，
加快构建省、市、县产业园体系，
计划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创建100个
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1000个省级
农业产业强镇、10000个省级乡土产
业名品村。

中央提出，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

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
本形成。山东要在深入落实去年制
定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基础上，加快
创设一批具有创新性、突破性的政
策。各地要积极探索，推出一批支持
政策、发展标准和创新举措。

典型引路是推动工作的好方
法。2020年，山东要推动乡村振兴
取得新突破，在不同行业、不同区
域、不同层面，培树不同类型的样
板，着力培育一批样板村、样板
镇、样板县、样板园、乡村振兴齐
鲁样板示范区等，在全省形成乡村
振兴的“齐鲁样板群”。

大众日报记者 毛鑫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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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5日，天上飘着雨雪，记者
乘车到乐陵市采访，一上车便听到
几位五六十岁的老乡议论着自己打
了多少天工、包工头还差自己多少
钱。一问，才知是家住肥城的6位
农民工要去庆云县讨薪。

记者了解到，这6位讨薪农民
工来自肥城市王庄镇的同一个村
庄。2018年3月，他们通过熟人介
绍，到济南从事管道作业，谈好一
个工 1 5 0元到 2 2 0元不等。这几个
人，有的做了3个月，有的做了5个
多月，少的有9000多元工钱，多的
有 3万多元，但最后都没拿到工
钱。据他们介绍，包工头的托辞
是，用工方还未付款，让他们回去
等消息，但这一等就是一年多。其

中一位姓李的大哥气愤地说：“刚
开始打电话讨要工钱，对方还接，
说几句好听的，到后来，竟连电话
也不接了。”无奈之下，他们打听
到包工头的老家在庆云，决定结伴
到庆云去讨薪。

让这几位讨薪农民工懊恼的
是，务工时由于自己没有法律意
识，没有签订合同，现在拿不出有
力证据证明包工头欠他们的钱。讨
薪的6个人，竟然都不知道自己打
工时所属的包工队叫什么名字。工
程结束没拿到工钱，包工头让他们
回去等信儿时，也没有一个人提出
让包工头先打个欠条。说白点儿，
他们手里连一点能证明自己和对方
存在劳务用工关系的证据都没有。

巧的是，同一辆大巴车上有一
位农民工叫丰学华，家住商河县孙
集镇，常年在烟台打工。丰学华在
烟台主要打短工，每天到正规的劳
务市场去找活儿，工资日结。遇到
有资质的工程队，他不想签合同，
人家还不愿意，说是怕影响工程队
的诚信资质。至于拖欠工资的现
象，他更是很少遇到，偶尔遇到，
也总是及时举报，最终都能成功要
回自己的血汗钱。

丰学华说，自己的经验是，找
活儿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最好用
工前能和对方签订用工合同。再就
是干完活，即便对方不能立马结算
工钱，也一定要让对方写好欠条，
约好结算时日。时间一到，对方若

再推托，就拿着证据去举报。
看到肥城那几个讨薪农民工唉

声叹气的，同车有人建议：“你们
这么多人，这次包工头若不给钱，
你们就堵他的门，砸他的家。”

遇到这种情况，是该自认倒
霉，还是挥动拳头、出口恶气？有
没有更合理更有效的解决办法？为
此，记者联系了泉诚农民工公益服
务中心主任陈成国，请他给这6位
讨薪农民工指条路子。

陈成国了解情况后，首先建议
广大农民工，在务工时要尽量到正
规的劳务市场去找活儿。再就是，
最好与用工方签订正规的劳务合
同。劳务合同是最直接、最有效的
法律维权依据。如果没能与用工方

签订劳务合同，也可拨打12345政府
热线或12351职工维权热线，或到法
律援助中心求助。

另外，对肥城这6位农民工目
前面临的困境——— 手头没有直接证
据，陈成国主任也支了一招：收集
旁证。如工地发的用餐卡、务工时的
干活场景图片以及在务工宿舍的生
活图片等。此外，可以通过打电话录
音的方式留取证据。具体做法是，打
电话时称呼对方全名，直接问对方：
你欠我的工钱（说出欠款数字）啥时
还？能先给一部分吗？通过对话确定
双方的劳务用工关系。

最后，陈成国主任特别提醒，
讨薪还是要通过合法途径，千万不
要一时冲动，铤而走险，到头来不
仅工钱要不回来，说不准还会给自
己带来麻烦，轻者拘留罚款，重者
招来牢狱之灾。

农村大众报记者 姬飞燕

没合同没欠条，这6位农民工讨薪有点难
专家支招收集旁证：干活照片、电话录音都管用

农村大众报济南讯 （记者王
星）1月8日，记者从山东省水文局
了解到：1月5日8时至8日8时，全
省平均降水量30 . 2(单位：毫米，下
同)。各市平均降水量：枣庄49 . 8临
沂48 . 0济宁43 . 8日照41 . 4菏泽38 . 1青
岛31 . 1淄博31 . 0潍坊29 . 8泰安27 . 9威
海27 . 0济南22 . 7烟台21 . 5东营19 . 2聊
城19 . 1滨州15 . 2德州14 . 8。最大点
降水量为蒙阴县前城子雨量站
65 . 0。

山东省气象台于1月8日6时发
布消息：解除暴雪黄色预警信号，
目前，我省降雪已结束；同时发布
德州、聊城等地大雾黄色预警信
号；继续发布道路结冰橙色、寒潮
蓝色预警信号和海上大风黄色预警
信号；9日早晨最低气温：鲁中山
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0～-12℃，其
他地区-4～-7℃。

据省农业农村厅发布的信息，
此次降雪降温天气对设施农业生产

的威胁较大。低温高湿环境易滋生
病菌，各地要抓紧组织农技人员深
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服务，指导农
民科学运筹肥水，合理调控设施内
温度、湿度和光照，确保蔬菜等农
作物正常生长。已出现病害的，要
及时采取防控措施。要做好水产养
殖的保温防冻和防风工作，采取及
时收获、加深池塘水位、下沉暂养
设施、转移到保温较好养殖区等方
式，确保养殖产品安全越冬。及时
关注养殖温室大棚稳固、设施设备
运行等，增强大棚设施抗风、抗积
雪能力，保障进排水、增氧、控温
设施设备安全。

图①：雪中的济南护城河宛如
仙境。（戎宁 摄于1月7日上午）

图②：沂源县沂河源田园综合
体雪后。（董方军 摄于1月8日晨）

图③：济南泺源大街，环卫工
清理路上积雪。

（戎宁 摄于1月7日上午）

2020年第一场雪后，设施农业

谨防低温高湿滋生作物病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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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1月7日讯 今天，省委
农村工作会议在济南召开，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
村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省委十一届十
次全会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分
析形势，交流经验，围绕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和打赢脱贫攻坚战，安排部署
2020年“三农”工作。省委副书记杨
东奇出席并讲话，副省长于国安主持
会议并作总结讲话。

杨东奇指出，今年是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决胜之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
论述，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

领导，聚焦乡村“五个振兴”健康有
序进行，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加快
补齐农业农村基础设施、人居环
境、公共服务、集体经济等短板；
要加快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提升改善农民生活质量，推进农村
文化建设，深化农村改革，加强和
改进乡村治理；要夯实五级书记抓
乡村振兴责任，加强基层党组织建
设，建立健全“三农”工作政策制
度体系，不断改进工作作风，打造
体现新时代标准、彰显山东特色的
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会议讨论了有关文件。
（毛鑫鑫）

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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