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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A1版)

牡蛎壳不再是“海洋垃圾”

牡蛎养殖业的发展带动了加工
产业。目前，乳山牡蛎加工企业年
加工产品2万多吨，产值达16亿元，
产品销往日本、韩国等15个国家和
地区。

在温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牡蛎
壳这一曾经的“海洋垃圾”，成了细腻
的牡蛎粉，最终变成土壤调理剂。据
温喜生物相关负责人介绍，公司每年
牡蛎壳利用量达2万吨。

坐拥海洋珍宝，乳山不断挖掘
牡蛎所蕴含的经济效益。从育种、
养殖、加工、销售到文化旅游，乳
山市努力打造“中国牡蛎产业中
心”。

“乳山牡蛎配干白，味道太美
了！”每个来到绿城台依湖酒庄酒产
业小镇的游客都会发出这样的感叹。
与法国波尔多在同一纬度上的乳山，
也是酿酒葡萄的种植区之一。在第五
届乳山（国际）牡蛎文化节上，“牡蛎
+干白”旅游线发布。

牡蛎“触电”造福“吃货”

年年都参加牡蛎文化节，今年
的火爆程度超出宋鑫的预料。宋鑫
是乳山市味之鲜牡蛎有限公司总经
理，一上午已经补了几次货。“你
可以直接搜我们的网店，网上下单
说不定比你自己带回去都快。”宋
鑫告诉一位江苏来的游客。据统
计，乳山牡蛎集中上市期间（11月-

来年5月）日发货量超过500吨，可
在48小时内直达全国200多个城市。

南泓村既是乳山叫得响的牡蛎
品牌，也是威海信之源海洋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宋健伟的老家。
“我们村三分之二以上的村民都养
牡蛎，以往只能等小商贩来收，价
格上不去。”宋健伟说。他2017年
正式成立公司，做牡蛎电商。去年
一年，仅通过顺丰快递发走的牡
蛎，运费就达到了40多万元。

目前，乳山牡蛎在淘宝、天
猫、京东等平台有数百家店铺，并
统一使用“乳山牡蛎”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在高端市场的占有率居国
产牡蛎第一位。全市牡蛎电商从业
人员达0 . 3万人，年电商销售牡蛎
达1 . 5亿斤，电商销售额15亿元以
上。

（上接A1版）
“工商资本下乡推动了农业园

区化发展，让‘一产’变‘六产’，带来
新泰农业的翻天巨变。”新泰市农业
农村局局长李秀新说。新泰设立了1

亿元的乡村振兴产业引导基金，组
建新泰市富美乡村振兴发展集团，
集中资金打造乡村振兴重点项目；
制定出台了“人才十条”，设立1亿元
招才引智基金、2000万元人才工作
专项资金，落实资金、服务、社保
等综合性支持措施，为乡村振兴招
贤纳士。目前，新泰已累计引进工
商资本87亿元，发展规模以上农业
龙头企业212家；引进“两院”院
士11人、长江学者3人、泰山产业领
军人才5人。

产业转型升级，

守住绿水青山

翟镇曾是新泰的“煤都”，年
产原煤曾一度高达400万吨。

“以前几代人都指着煤吃饭。”
翟镇玥庄村如今已异地迁建，村民

郭英安对在煤堆里打滚的日子还记
忆犹新。钱越挣越多，煤越挖越
深，土地塌陷却越发严重。2010年
后，翟镇46个行政村里就有44个压
煤村，全镇2/3的耕地出现大面积
沉降。“我家房子大修了3次，塞
进去小20万元，硬是没堵住墙上越
裂越大的缝。”郭英安说。

2015年，翟镇成为新泰采煤沉
陷区治理的主战场，“中节能”
2 0 0万千瓦农光互补项目在此落
地。该项目将农业种植与光伏发电
相结合，棚顶安装太阳能电池板发
电，棚内种植蔬菜、食用菌等作
物。郭英安家的3亩地就在项目规
划区，除了每年3000元的土地租
金，郭英安在蔬菜基地每月还能挣
2000多元工资。靠新建的劳务公司
和蔬菜合作社，玥庄村每年也多了
20万元集体收入。如今，该项目年
可实现发电收入5亿元，年产优质
蔬菜5万吨，吸纳1 . 5万人就业。

养鸭一直是新泰汶南镇多数农
民的主要生计。然而，原先低效粗

放的养殖模式不仅收益低而且污染
大，推动产业升级势在必行。

“现在全部采用现代化设备，
一个鸭舍只需一个人。以前一年养
6-7批鸭，单鸭利润2元，现年能养
10批，单鸭利润5块多。”养鸭十
几年的北鲍村村民田永章说。鸭粪
被加工成有机肥料，成了企业的一
项重要收入。

“目前，我们带动当地近6000

位村民就业，人均月工资在三四千
元上下。”当地的肉鸭养殖加工龙
头企业益客集团副总裁刘铸说。等
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将吸纳2万
人就业，每年为当地村民创造工资
性收入4亿元以上。

农业“触电”，

“买新泰、卖全国”

“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这
是掌平洼村党支部书记刘方军对村
庄十年变化的总结。

谁也不会想，当年山荒地贫的
洼地村靠着杏梅和樱桃等山果竟能

年入20万元。山果没变，但山路和
网络通了，寻常的山果成了城市消
费者的宝贝。“通过线上和线下渠
道，杏梅早成了掌平洼的招牌，卖到
了全国各地，甚至远销俄罗斯、乌克
兰。”刘方军说。从种地瓜到种杏梅、
樱桃，掌平洼荒岭地的亩收入由几
百元跳到上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
也从一千多元猛增至一万七千元。

“我们依托自建的农村服务站
打通了电商进村和农副产品上行环
节，构建起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
和农特产品网上推广的互促体系。”
新泰杞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哲说。电商平台建立之前的2014

年，新泰大樱桃的销量一直在5万斤
左右，销售额200万元；平台建立
后，新泰樱桃的销量很快超过60万
斤，销售额迅速突破2500万元。

“大樱桃、杏梅、山楂等经过
网络推广，身价倍增。其中，3块
多一斤的甜红子山楂能卖到20多块
钱。”刘哲说。有了电商平台，不
仅能把特色农产品高价卖出去，还

能带动乡村特色产业的壮大发展。
2015年以来，新泰大力推动“互联
网+农业”模式，连续5年拿出1000

万元作为电商发展引导基金，并对
新建电商企业、创业人员培训等给
予资金补助。如今，新泰仅特色林果
种植面积就新增10万余亩。其中，新
泰樱桃价格翻了5倍，网上销售率超
60%，种植面积新增1 . 9万亩。

除了支持本地电商企业发展，
新泰与网易、京东等知名电商平台
合作，发展农村电商服务站近千
家，对接本地合作社、家庭农场和
农业园区等新型经营主体，推进农
业“触电上网”。每年还举办的
“中国·新泰樱桃节”“中国·新
泰O2O购物节”，推动了“买新
泰、卖全国”的战略步伐。

新泰以点带面，推动产业融
合，助力乡村聚变，为乡村发展注
入了源源不断的能量。近两年，新
泰市先后入选中国乡村振兴示范
县、全省乡村振兴“十百千”工程
示范县等。

农村大众报济南讯 （记者魏
新美）1月10日，省政府新闻办召
开新闻发布会，对近日发布的《关
于加强我省小型水库安全运行管理
工作的意见》进行解读。针对我省
小型水库“缺人员、缺设施、缺经
费”等问题，《意见》有了明确规
定。

山东现有注册登记各类水库共
6150座，其中小型水库5897座，占
水库总量的95 . 8%，承担着防洪、
灌溉、供水和生态等多种功能，是
保障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保护
的重要基础设施。

《意见》明确，各市、县政府
对本行政区域内小型水库安全负总
责。乡镇(街道)、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所属的小型水库，由乡镇水利站
作为水库管护主体，对辖区内小型
水库实行统一管理。“也就是说，
乡镇政府 承担水库管护主体责

任。”省水利厅副厅长刘鲁生说。
《意见》强调，要按照《水库

大坝安全鉴定办法》有关规定，组
织开展小型水库大坝安全鉴定工
作，利用两年时间完成超期未鉴定
水库的大坝安全鉴定工作，以后
进入正常的鉴定周期。对鉴定为
三类坝的水库，要尽早纳入除险
加固计划，消除重大安全隐患 ;鉴
定为二类坝的水库，对其存在的
安全隐患要限期治理，不留死
角。同时，要求加强和完善水库
管理房、安全监测设施、重点水
库的视频监控等基础设施建设。
在管护模式上，可以依托 (组建 )

专门的事业单位对小型水库进行
直接管理，也可通过政府购买服
务的方式，对小型水库进行统一
管理和养护。要积极探索社会资
本参与小型水库管理，吸引社会
资本利用小型水库开展经营活

动，并承担水库维修养护任务。
据介绍，2016年以来，我省

全面开展小型水库管理体制改
革，到2019年底，各县(市、区)基
本完成改革任务。建立了省、
市、县三级财政经费投入机制，
水库维修养护经费基本达到小(1)

型水库3万元，小 (2 )型1 . 5万元的
标准。《意见》明确，地方政府
要将水库大坝安全鉴定、水库管
理房、安全监测设施、雨水情自
动测报系统、视频监控系统等管
理设施所需资金，纳入年度工作计
划，统筹解决；要提高小型水库管
理体制改革年度补助经费标准，达
到每座小(1)型水库6万元、小(2)型3

万元。省、市、县分别承担1/3，
资金要足额落实到位，专款用于小
型水库的维修养护；同时，要适时
建立以奖代补资金，用于小型水库
管理标准化创建奖补。

小型水库“谁来管”“怎么管”
山东出台意见予以明确：乡镇政府承担管护主体责任

“欧洲鹅耳枥”“科罗拉多蓝
杉”“欧洲小叶椴”……对绝大
多数人来说，这些树名连听都没
听过，更别说见过这些树长啥样
了。如今，宁阳县八仙桥街道青
川围子村，正是靠着这些稀罕的
进口彩色苗木，实现了村集体增
收，改善了村庄面貌。

目前，该村已经成为北方最
大的彩色苗木繁育基地。

整村土地流转

苗木企业进村落户

腊月里，天寒地冻。在青川围
子村的苗木基地里，一片片北美海
棠依然挂满了红色果实，深红点
点，宛如深秋的红叶。

“2019年，村集体收入超过70

万元。八九年前，是压根不敢想的
事。”青川围子村党支部书记许兴
海说。

“那时，青川围子村是有名的
穷村、乱村。村集体虽然办了砖窑
厂，可不仅不盈利，还让村集体欠
下几十万元的外债。村民们意见很
大，上访不断。”许兴海回忆2011

年刚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时的情形。
上任后，为了让集体增收、村

民致富，许兴海首先考虑的是发展
新产业。

2012年，一个偶然机会，许
兴海了解到，辽宁大连的燕园农
林科技有限公司准备在山东建设
苗木基地，种植高端进口彩色苗
木。许兴海第一时间联系到企
业。企业提出三项落户条件：土
地必须整村流转；流转后的土地
上，农户不能再自留一棵树；每
亩地每年的流转费用最高 1 0 0 0

元。
于是，许兴海和村“两委”干

部一边去村民家中做工作，一边主
动跟企业沟通对接。

2012年、2013年，村里先后流
转1400多亩地。到2015年9月，村里
最后的800多亩土地要完成流转，
但还有一小部分村民在犹豫观望。
此时，许兴海刚刚做完心脏搭桥手
术。他不顾家人阻拦，身体还没康
复，就跑到村民家做工作。“许书
记为了咱村的发展，命都不要，咱
还磨叽啥。”最后，800亩地在秋

种前完成流转。
企业也被许兴海的真诚打动，

决定按照村里的要求，土地流转费
用在1000元/亩的基础上，每3年上
涨5%。

提供贴心服务

小村“长”出大企业

2012年，燕园农林科技有限公
司在宁阳注册了燕园（泰安）农林
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地就是青川围
子村。2013年，基地开始栽种从国
外引进的苗木。

由于是从国外引进的种子和幼
苗，栽培门槛较高，最初，公司都
是聘请国外专家来指导。当时，一
个美国专家在村里住了半年。
“2014年的春节，‘洋专家’都是
在村里过的。”许兴海说。为了照
顾好专家，他专门安排人常常换着
花样给外国专家做饭。

青川围子村村委办公楼是个二
层小楼，面积约800平方米。企业
入驻后，村里第一时间将整个一层
给公司办公。村里距离县城大约十
多里地，刚开始的时候，公司技术

人员去县城租房住，每天往返也不
方便。村里就把闲置的22间房子无
偿提供给公司，作为员工宿舍和实
验室。

“土地流转后，村里的机井、
暗管等水利设施，全部无偿提供给
我们使用。”燕园（泰安）农林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春晓说，“项
目落地几年来，基地没少一棵苗，
我们和村民没发生过一次纠纷，真
正实现了村企一家，共同发展。”

李春晓介绍说，企业种植的都
是高端苗木，市场价值较高，销售
收入逐年增长。“生长4年的欧洲
鹅耳枥，市场价格达到 1万元一
棵。2019年，公司销售各种苗木3

万多棵。”
目前，青川围子村的苗木基地

达到2000多亩，已经成为北方最大
的进口彩色苗木基地。

村集体找到

多条增收门路

苗木企业在青川围子村落户，
给村庄带来了巨大变化。

青川围子村原来耕地面积是

1880多亩，2015年完成统一流转
后，经过平整规划，一下多出300

亩地。“这300多亩土地，一年就
给村集体增加30多万元收入。”许
兴海说。借助企业提供的苗木和技
术，青川围子村村集体留出40亩
地，建起精品苗木基地。这一
项，又每年为村集体带来十多万
元的收入。

“锄草、修剪、浇水这些活
也不算累，一天七八十块钱，比
较适合老年人和留守妇女。”村
民张怀东说。苗木企业给青川围
子村的村民带来了在家门口就业
的机会。

随着村集体收入增加，青川
围子村的基础设施不断改善。自
2013年起，村里先后修建了4万平
方米的柏油路；村集体出资，订
制了一条公交线路，在家门口，
村民可以坐免费公交进城。为了
提升村庄环境，村里还采用了立
体式绿化模式——— 主道两边，高
的是北美海棠、低矮的是萱草，
中间种上红叶石楠，错落有致，
别有一番景致。

企业引进来，村庄变身“彩色苗圃”
栽植进口苗木2000多亩，成为北方最大的进口彩色苗木基地

农村大众报记者 李伟 通讯员 李晓君 王华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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