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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大众报邹平讯 (记者郭
杰 通讯员高雷 周伟)3月17日，
在邹平市长山镇孝妇河三里河闸
处，数台挖掘机正在拆除闸机及
附属建筑。据了解，作为山东省
重点水利工程，该工程将按50年
一遇防洪标准进行重建。

今年，长山镇有三里河闸除险
加固、孝妇河提升改造两个工程被
列入山东省重点水利工程。去年，
邹平市先后遭受了严重干旱和特大
洪水灾害，“利奇马”台风过境邹
平时，长山镇成了重灾区。虽是天

灾，也暴露出水利设施的短板。为
此，今年邹平市投入23 . 64亿元，
加快实施重点水利工程建设，以期
实现“根治水患、防治干旱”的目
标。

目前，各项工程前期工作已全
面铺开。“孝妇河提升改造工程开
工以后，镇政府对沿线的青苗和占
地情况进行全面的测量和测绘，现
在迁占工作已完成45%。”长山镇
水利站副站长袁迪介绍说。孝妇河
邹平段全长22 . 5公里，其中长山镇
占三分之二，约15公里。

春节过后，邹平市在做好疫
情防控的前提下，周密安排部
署，积极协调工程建设人员和物
资，迅速组织水利工程复工开
工，明确提出确保重点河道治
理、小型水库除险加固、水毁工
程修复等工程在汛期前全面完成
的目标任务。

去冬今春，邹平市确立重点
水利项目16项，2月份以来，邹平
段小清河防洪综合治理工程、孝
妇河提升改造工程等9项重点水利
项目全面开工复工。邹平市水利

局防汛抗旱办公室副主任李涛介
绍，包括石河、西河、花盆河、
聚群4座水库的小型水库除险加固
工程，涉及南部山区的临池、好
生、西董三个镇街，主要工程内
容就是对坝体、溢洪道和构筑
物、建筑物进行除险加固，工程
于2月26日正式开工，目前已完成
了进度的10%。

为推进项目顺利建设，邹平
市实行项目法人负责制，严格按
照疫情防控要求，倒排工期，改
进施工计划，制定详实、可行、

有效的防控措施和应急预案，确
保列入实施方案的水利工程项目
按期完成。小清河防洪综合治理
工程干流邹平段工程，在年前已
完成堤防清基工作。“春节后我
们在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2月15

日全面复工，3个标段人员、机械
设备已进场，目前现场管理人员
有 4 0人，挖掘机 4 5台，压路机 3

台，推土机2台，各个工序压茬进
行，确保主汛前完成主体工程，
保障度汛安全。”邹平市水利局
基建站副站长邵建明说。

邹平水利工程全面复工
今年投资23 . 64亿元，以期实现“根治水患、防治干旱”目标

“适当地早摘根瓜和矮小植株
的瓜，可以促进植株的生长；空节
较多、生长过旺的植株，要少摘
瓜，晚点摘可控制植株徒长……”
3月17日，在鱼台县鱼城镇马莪村
科技种植示范园的黄瓜温室大棚
里，鲜嫩的黄瓜挂满枝蔓，十几名
工人戴着口罩在技术员张成良的指
导下采摘黄瓜。

“这些大棚能建设起来，多亏
了省派乡村振兴鱼台服务队，他们
带来帮扶资金94万元，扶持村集体
产业，后来村民也入股34万元。大
棚产业项目总占地面积20多亩，分
别种植了黄瓜和甜瓜。目前，黄瓜
已开始上市，行情还不错，每斤三
块左右，主要销往周边超市。”马

莪村村干部李先合介绍说。
记者了解到，马莪村这茬黄瓜

可以持续采收到六七月份。“盛果
期 5个大棚每天能采摘 2 0 0 0斤以
上，一茬亩产能达到3万斤以上，
收益非常可观。”李先合说。

同样是一亩地，如何才能产生
更大的经济效益？省派乡村振兴鱼
台服务队进驻马莪村后，经过五六
个月的反复调研论证，决定把产业
振兴作为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关键，
在马莪村推广温室大棚种植。

“我们一期建设的这9个温室
大棚，材料全部是热镀锌的，使用
寿命20年，棚内配套水肥一体化高
标准设施，同时推广优质蔬菜新品
种和高效蔬菜种植新技术，确保村

集体年收入在十万元以上。”省派
乡村振兴鱼台服务队队员常秀东告
诉记者，这些蔬菜大棚是他们入驻
鱼台以来，创办的第一个共建集体
产业项目。

啥是共建集体产业？原来大棚
建设初期，很多百姓不愿意，觉得
就算是建好了大棚，他们除了能有
机会打工以外，得不到任何好处。
服务队了解到民意后，决定让村民
参与进来，共同谋发展。

“我们采取省帮扶资金和村民
参股的形式，共同筹措128万元注
册成立鱼台惠德农产品有限公司，
采用‘党支部+合作社+公司’经
营模式，每年村集体优先分红10万
元，然后村民再分红。”常秀东介

绍说。
蔬菜大棚建成后，不仅增加了

村集体收入，还带动了村民就业，
增加了村民收入。“俺们从年前瓜
苗移栽就在这里干活，不用出村每
月就能挣到3000多块钱，年底还有
分红。”正在忙碌的村民李有芹高
兴地说。

“今年计划再建设11个温室大
棚，完成20个大棚的建设目标，形
成规模效应，将温室大棚项目建成
一个集蔬菜种植、加工、物流配
送、生态观光旅游、新型科技示范
等为一体的现代化农业产业示范
园。”常秀东说。
农村大众报记者 张 超
通讯员 乔志宇 丁运杰 闫错错

鱼台县首个共建集体产业项目见效益了
项目由乡村振兴服务队帮扶筹建，村集体和村民共同受益

“大家把树苗都捆紧了，路上
一定要慢点开车，再看看自己有没
有带身份证、戴口罩。” 3月 1 4

日，天还没亮，方家村的村支书杨
积传就把村民们吆喝起来，把树苗
装上车。今天，他们要把自家的树
苗运到临时苗木交易市场去。

方庄村是济南市济阳区垛石镇
最大的苗木种植村，种植面积288

亩，主要是杨树苗。受疫情影响，
传统集市关闭了，待售的258亩树
苗去哪里卖，成了种植户心里的一
块大石头。

正当村民愁眉不展的时候，3

月13日，垛石镇发布了《垛石镇临
时苗木交易市场开放公告》。“可

把大家伙高兴坏了。我马上召集村
里有卖苗意向的村民，大家一起去
了苗木交易市场，把疫情防控的流
程都走一遍，下次大家就可以自己
去了。”杨积传说。

杨积传口中的苗木交易市场，
是垛石镇在疫情防控期间设立的临
时市场，位于省道249线垛石河桥
西南处，占地4000余平方米。市场
开阔不封闭，远离居住区，对疫情
防控非常有利。

镇政府规定，市场每天 8：
00—17：00为交易时间，销售摊位
之间间隔5米以上，所有参与树苗
交易人员进入市场要携带本村健康
通行证、本人身份证，并逐一进行

登记、测温、消毒。
为确保临时交易市场正常运

转、镇域树苗销售渠道畅通，垛石
镇还成立了由镇执法中队、市场监
管所、镇经委办公室组成的联合督
导组，负责市场监管。

除 了 建 立 临时苗 木 交 易市
场，垛石镇还将全镇苗木搬到了
网上。镇政府安排专门人员将全
镇树木种植信息进行了统计，然
后将13个村366亩待售苗木，按照
树苗种类、树龄等分门别类地发
布到微信群、公众号上，同时注
明联系人、联系方式，帮助种植
户打开销路。

“原来的大集慢慢恢复了，
估计这个市场也要关闭了。不过这
段时间幸亏有它，在我们销售最困
难时，一天就卖出了30亩地的苗
木。”杨积传说。

农村大众报记者 郭 杰
通讯员 刘亮荣

镇政府在开阔地设临时苗木市场
特殊时期帮了村民大忙

农村大众报无棣讯 (记者孙
成民 张天银 通讯员高士东 许
长春)3月11日，无棣县地方金融服
务中心及农商银行金融辅导员一行
十余人，携6亿元贷款授信手续进
村入户，“推销”应急贷款。他们
一天考察了佘家镇、西小王镇境内
的海盛纺织、世耀家纺等5家小型
企业，旨在解当地企业复工复产燃
眉之急。连日来，他们先后走访了
12个镇办的40余家企业，累计授信
贷款16亿元。

在无棣县地方金融服务中心主

任刘全顺的走访日记本上，密密麻
麻记满了哪家合作社急等着钱买农
机，哪个家庭农场急需进牛多少
头。“真正为这些企业着想，就得
和他们随时互动，及时为他们量身
定做贷款产品，才能把党的惠农政
策及时落到实处。”刘全顺说。

疫情防控期间，无棣县充分发
挥国家普惠金融的政策红利优势，
最大限度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动
力，组织辖内金融机构进企业、进
农村、进社区，通过对各镇办整建
制授信和携款上门等服务措施，助

力小微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复
工复产复业。该县创新落实金融辅
导员制度，为企业、农民提供金融
知识宣传、政策讲解、业务咨询、
融资服务策划等金融服务。目前，
该县已优选出38名金融辅导员、10

名服务专员，组建了12支金融辅导
队，结对辅导县内155家企业，全
方位提供金融服务。

该县还同步发放了《金融助力
企业复工复产差异化政策及信贷品
种汇编》小册子5000余份，对惠
民、惠企政策及全县13家商业银行

疫情防控期间推出的112个贷款品
种进行了详细介绍，让有需求的企
业和个人对各种贷款业务一目了
然。“看完小册子，总有一种贷款
适合你。”刘全顺说。

在金融业的强力支撑下，无棣
县海洋牧场生产全面启动，20余个
农机合作社新进北斗定位农机具50

余台。
截至发稿时，无棣县域内金融

机构已累计办理续贷业务29笔，金
额87203万元。新增贷款18笔，金
额18096万元。

金融辅导员进村入户“推销”应急贷款
16亿元贷款授信助力无棣县40余家企业复产复工 农村大众报郯城讯 (通讯

员杨永涛）在“学习强国”挑
战榜上，能够百题不败已让人
佩服。而在郯城县高峰头镇，
有一位年过六旬的老者，玩转
所有试题，三天两头晒出千题
“全部通关”的傲人成绩单。

“今天早晨，1030道题全部
通关成功，看了一下时间，才72

分钟！平均一分钟做了近15道
题。”3月16日，在郯城县曹村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学习强国经
验交流会上，学习达人、魏园
村党支部书记魏兴岭兴奋地说
起当天的“战绩”。

“学之，则难者亦易矣，
不学，则易者亦难矣”，提起
“学习强国”的学习经验，魏
兴岭引用了《为学》中的话。
和许多人一样，刚使用“学习
强国”软件时，他不知道怎么
看视频，怎么听广播，也不知
道怎么点赞、转发和评论，对
于挑战答题更是一筹莫展。

“不试试怎么知道自己行不
行？挑战一下，检验检验自己的真
实能力。”带着不服老的信念，魏
兴岭钻进“学习强国”的知识海
洋。每天看着成绩的攀升、名次的
递进，他的心里有了成就感，也逐
渐找回了年轻时的自信。

“哪儿不懂就问，哪题不会就
学。”说到学习心得，魏兴岭讲得
很直白。有时为了验证挑战通关
的能力，他深夜两点还在研究答
题。功夫不负有心人，坚持不懈
的学习让魏兴岭的答题能力越
来越强。2019年10月，他以答对186

道试题，跻身临沂市“学习达人
榜”。2019年11月，他以1043道题全
胜的记录首度全部通关。

老支书成“学习强国”答题达人

72分钟
通关1030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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