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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大众报济南讯 （记者王星）
1月10日，记者从省发展改革委了解
到，经评估认定，报请省委、省政府同
意，面向社会公示后，认定诸城市等8

个县（市、区）、济南长清区万德街道等
90个乡（镇、街）、商河县龙桑寺镇刘集
村等899个村（社区）为首批“山东省乡
村振兴示范县、乡、村”。

2018年8月，省发展改革委、省
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等11个省直部
门，联合启动实施了乡村振兴“十百
千”示范创建工程。首批确定10个县、
100个乡、1000个村开展示范创建。按
照“当年创建、次年认定”的既定安排，
2019年9月起组织评估认定，首批名单
最终经“创建单位自评、市级初审、第

三方评估、省级联合审查”后确定。
据了解，我省将建立“定期复

审、达标留牌”动态管理机制，逐年
提升评估认定标准，对于后续复审不
达标，以及在“三农”领域出现重大
负面问题的，取消“山东省乡村振兴
示范县、乡、村”称号。

首批“山东省乡村振兴示范县、乡、村”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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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泰是老牌工业强市，工业产
值一度占到全市GDP的70%。相比之
下，坐拥94万农业人口和106万亩耕
地资源的农业略显沉寂。2011年，新
泰被列为第三批资源枯竭型城市，
转型发展势在必行。大力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吹响了新泰产业结构调整
的号角，在农业产业振兴及三产融
合上，乡村振兴新泰模式正成为一
张新名片。

工商资本下乡，

农业大园区遍地开花

“ 南 京 到 北 京 ， 羊 流 居 正
中”，新泰羊流驿站在古代就闻
名。扼守羊流镇西北门户的朝阳村
是个山岭村，地多却贫，花生和地
瓜是375口朝阳村人几辈子的生计支
撑。

在朝阳村，“一年忙下来只剩
两百斤花生米”的状态是从2012年
开始改变的。当年，新泰惠美农牧
有限公司在羊流镇陆续流转了两万
多亩地建生态种养基地，朝阳村的
900亩耕地和800多亩荒岭地就在其
中。朝阳村村民刘培连的5亩多山

岭地，以500元/亩的价格流转。从
上坡刨地瓜的农民，到月薪2000多
元的基地工人，刘培连的身份转变
用了不到半年。

藜麦、茶园、百合园…… 8

年，16个村，26000亩土地，羊流镇
西北角这片曾经没水、没电、没路
的万亩荒岭地，变成了今天种养一

体、三产融合的田园综合体。“上
千人在家门口就业，上万人到这里
旅游，每年近亿元的综合收入。”
惠美农牧总经理吴爱杰说。

总投资3 . 5亿元，横跨新泰市石
莱镇、岳家庄乡、放城镇，占地面
积两万亩的泰茶“良心谷”生态示
范园，如今号称江北最大的有机茶

园。种茶、管茶、采茶、喝茶，成
了周边几十个村庄村民新的生产和
生活方式。“园区采用‘龙头企业
+基地+农户’模式，引导农户通过
土地入股、划区承包等形式参与经
营。”该生态园负责人刘强说。农
户亩均收益从之前的几百元提高到
现在的2600多元。 （下转A2版）

园区聚资金，政策聚人才，网络聚市场

乡村“聚变”推动新泰转型升级
农村大众报记者 祝超群 通讯员 肖根法 崔仲恺

农村大众报济南讯 （记者陈
建志）1月10日上午，国家科学技术
奖励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大会公
布了2019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
项目，山东省多项农业科研成果榜
上有名。

科技部网站公布的《2019年度国
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获奖项目目录

（通用项目）》显示，山东省农业科学

院主持完成的两项成果获得国家科
技进步奖二等奖：一是万书波研究
员主持完成的“花生抗逆高产关键
技术创新与应用”，二是李新华研究
员主持完成的“广适高产稳产小麦
新品种鲁原502的选育与应用”。

万书波领衔的科研团队针对花
生生产中制约产量突破的逆境问
题，将饱果率提高16 . 5%，实现了我

国花生逆境条件下单产水平的大幅
提高，平均亩增产8%以上，节省种
子20%。单粒精播超高产技术创实
收亩产782 . 6公斤的世界纪录，颠覆
了“创高产必须穴播两粒”的传统
认识，是我国花生种植技术的一次
重大变革。

李新华率领的科研团队针对小
麦高产品种广适性和抗倒伏能力较

差、稳产性易受影响的问题，育成
广适高产稳产小麦新品种鲁原502，
通 过 国 家 和 四 省 （ 自 治 区 ） 审
（认）定，实打产量突破800公斤/

亩，年推广面积超1500万亩，成为
我国三大主推小麦品种之一。

山东省参与完成并获得国家科
技进步奖二等奖的项目有：齐鲁动
物保健品有限公司参与完成的“动

物专用新型抗菌原料药及制剂创制
与应用”；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
研究所参与完成的“玉米精深加工
关键技术创新与应用”；山东省农
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山东农
业大学参与完成的“重大蔬菜害虫
韭蛆绿色防控关键技术创新与应
用”；山东理工大学参与完成的“北
方玉米少免耕高速精量播种关键技
术与装备”；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科技
信息研究所参与完成的“水产集约
化养殖精准测控关键技术与装备”；
烟台安德利果胶股份有限公司参与
完成的“柑橘绿色加工与副产物高
值利用产业化关键技术”。

山东多项农业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涉及花生、小麦、动物专用新型抗菌原料药、玉米精深加工关键技术等

1月 1 1日，第五届乳山（国
际）牡蛎文化节拉开帷幕。文化
节 上 ， 乳 山 牡 蛎 海 鲜 大 锅 擂 台
赛、牡蛎王争霸赛、牡蛎开壳挑
战赛、牡蛎厨王争霸赛……吸引
了全国各地的游客。

截至2019年底，乳山牡蛎养殖
水域面积达2 0万亩，年产量3 0万
吨，产值24亿元，养殖面积、产量
和产值均居全国县级单位首位。乳
山牡蛎已从海产“土货”，变为享
誉国内外的生鲜“大咖”。

牡蛎大王

当年“赔本赚吆喝”

从事牡蛎养殖近20年的王志刚

是远近闻名的“牡蛎大王”。作为
土生土长的乳山人，他不仅亲历了
牡蛎当年的“赔本赚吆喝”，更是
一路见证了“乳山牡蛎”品牌从无
到有，从小到大的全过程。

从最初的150亩发展到如今的
7000亩，王志刚的牡蛎养殖规模激
增离不开养殖技术的变化。“受品
种和地理因素限制，普通牡蛎一般
在9月到第二年4月上市，5月到8月
是没有的，而三倍体牡蛎让我们一
年四季都有牡蛎上市。”王志刚
说。

过去，牡蛎养殖走“春播秋
收”的路子。牡蛎死亡率高，产量
无法保证，价格也上不去。乳山与

中国海洋大学联合开发出了牡蛎
“秋播春收”的养殖技术降低了养
殖风险。之后，乳山市引进了三倍
体单体牡蛎良种苗。“三倍体牡蛎
可以全年生长，而且个头更大，能
长到手掌这么长。基本都是论只
卖，一只新品种牡蛎抵得上普通牡
蛎一斤的价钱。”王志刚说。

除了三倍体牡蛎，近年来乳山
市还重点推广“海大1号”“海大2

号”等新品种，改善乳山牡蛎卖
相。

（下转A2版）

海产“土货”升级为生鲜“大咖”

乳山牡蛎走红背后的硬核实力
农村大众报记者 戎宁 通讯员 王嘉

1月12日上午，冠县香脆的
鸭梨、诱人的草莓、手工雕刻的
工艺葫芦等特色产品，亮相济南
遥墙国际机场。当日，由山东省

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中共冠
县县委、冠县人民政府共同举办
的“冠县乡村振兴活动周”启
动。 （张婷 许永飞 摄）

冠县特色产品“牵手”遥墙机场

新泰惠美农牧有限公司万亩百合园。（资料图）

编者按 1月10日，经省委、省政府同意并面向社会公示后，我
省认定8个县（市、区）、90个乡（镇、街）、899个村（社区）为首
批“山东省乡村振兴示范县、乡、村”。乡村振兴“十百千”示范创
建工程由省发展改革委、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等省直11部门联合
启动，目的是探索不同区域、不同特点的乡村振兴新模式、新路径、
新机制，引领带动全省乡村振兴战略健康有序进行。本报从中选取一
些有代表性的县、乡、村，派记者实地采访梳理，总结其在创建过程
中的好做法、好经验，从即日起陆续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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