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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影响，与
往年相比，今年的春耕春管有了很
大的变化。今年春耕春管结束之际，
我们看一下其中的一些“最不同”。

“过去一开春，那是真忙，别
的不说，单就小麦打药这活，背个
喷雾器，起早贪黑，一个人一天顶
多喷六七桶，累死累活能打10亩
地。全村小麦喷一遍药，得需要半
个多月。”4月16日，说起今年春
耕春管的事，段忠良感慨颇多，
“今年好了，用上无人机后，全村
800多亩麦地，只用一天时间，就
打了一遍药，村民也不需要下地。
不仅防疫压力大大减轻，村民劳动
量、费用支出也大幅度减少，关键
是防治效果大大提高了。”

段忠良，商河县玉皇庙镇段家
村党支部书记。2019年7月，在他
的带领下，村里成立了作物种植合
作社。当年，合作社就托管了村民
的812亩耕地。今年开春，正值疫

情防控关键期，由于合作社跟专业
公司合作，所以小麦返青后的施
肥、浇水、打药等，全部交给专业
公司打理。年年春天忙，但今年的
春耕春管对段忠良触动最大，用他
的话说，就是“年年忙春耕，今年
最不同，很省心”。

其实，今年的春耕春管，“最
不同”的场景、地方有很多。

作为水果蔬菜种植大镇的沂源
县南麻镇，2月初，为及时给农户
提供服务，该镇农技站号召各村的
乡村之星、农民技术员，通过拍图
片、视频，以电话、微信等方式，
为全镇果农无偿提供线上技术交流
培训。一部手机在手，农户管理果
园反而比往年更方便了，“有什么
问题，只要在群里提出来，马上就
有专业的回复。”草莓种植户李中
生深切感受到今年春管的不同。

而为满足农民春耕、春管实际
需求，春耕开始不久，昌邑市有关

涉农部门就在“昌邑现代农业”微
信公众号开辟“线上春耕”专栏，
及时发布全市30家重点农机合作社
的服务项目及联系方式，农民有需
求可以线上联系洽谈，高效便捷的
“不见面”服务，让农民动动手指
就可找到相应的合作社、服务队，
省去了很多麻烦。

胶州市洋河镇朱季村金色庄园
家庭农场负责人杜高古是个有心
人，3月初，农场要播种土豆。杜
高古自己改装了土豆播种机，新机
器可以将土豆播种所需起垄、开
沟、下种、施肥、地膜覆盖、铺设
滴灌带、覆土等工序一次完成。70

亩土豆仅用两天时间就完成播种，
节省了大量人力物力，减少了人员
集中作业带来的风险。

为抢农时，降低疫情防控对
春耕生产的影响，东营市垦利区
加快了智能高效农业机械和春耕
新技术的推广力度。3月10日，该

区在胜坨镇滩区张东村举办了带
有竞赛性质的高效植保现场作业
会，全区20多家植保合作社同台
竞技，200多台套先进植保机械同
时上阵，一天就完成10多万亩小
麦农药喷洒作业。垦利区今年种
植小麦22 . 7万亩，两天多的时间，
全区小麦植保作业就顺利完成。
这样的改变，让张东村小麦种植
大户孙宝忠大呼过瘾，往年需要
自己操心的事，今年没有了！

对于今年的春耕春管，段忠良
感觉还有一个“最不同”：就是支
出减少了。他算了一个对比账。过
去，村民自己搞生产，一亩地费用
支出为：旋耕65元，播种25元，农
药10元；农户自己买肥料，一袋
145元，1斤麦种2 . 2元；自己出工
费用不算等。现在合作社跟专业公
司合作，土地有了规模，议价能力
大幅提高，旋耕一亩地仅为40元，
播种、农药免费，同样的肥料一袋

仅为95元等。“仅看得见的支出，
一亩就省下100多元，如果再算上
自己不用出工，省出时间打工挣
钱，就更多了！”段忠良介绍，
“因为规模化经营，目前合作社已
跟有关公司签订合同，到时公司以
高出市场平均价8%的价格收购我
们的小麦，这样一亩小麦会多卖
100多元。”

“节流”一块，“开源”一块，一亩
地多收入200多元很正常，800亩地
直接提高近20万元的收入。

合作社托管、云端“不见面”
服务、高效智能机械大规模应用、
新技术推广……今年的春耕，面对
疫情防控影响，山东各地农民，不
论是被动还是主动，正在转换思维
方式，去拥抱“互联网”，发挥机
械在春耕春管中的主力军作用，今
年的春耕春管有了更多的科技“范
儿”，农业增产增收也有了更足的
底气。

“不见面”服务、高效智能机械大规模应用……

年年忙春耕，今年“最不同”
农村大众报记者 王星 通讯员 王圣军

农村大众报惠民讯 （记者刘
真真 通讯员李国兴)4月15日，记
者从惠民县李庄镇政府获悉，目
前，该镇46家堂食饭店已经全部推
行公勺公筷。

“我们李庄镇是全县的经济强
镇，要在餐饮上让客商放心，留住
客商。推行公勺公筷事情虽小，但
从长远来看，却有利于繁荣我们镇
的经济。所以，我们第一时间落实
此事。”惠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李
庄所所长张玉坤说。自我省出台
《餐饮业分餐制设计实施指南》地
方标准后，惠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李庄所就进行了紧急探讨，随即拿
出了具体落实措施。

李庄镇要求，辖区堂食饭店在
上餐时要在每道菜品器皿内配备公

勺或公夹，并在餐桌上摆放与顾客
餐具显著不同的公筷、公勺等分餐
工具，引导消费者在取餐时使用分
餐工具取餐，保证就餐人员用餐的
独立性。另外，公筷和私筷之间通过
造型、质料和色彩来区分 ,在公筷
上，印制“公筷”的标识或提示语。

“公筷公勺可以阻断病毒的传
播途径，让大家更放心地就餐。作
为一家有责任感的饭店，咱要带头
引领大众改变餐饮习惯。虽然麻烦
点，但健康啊！从长远来看，这也
会促进李庄镇的经济繁荣。”惠民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李庄所工作人员
的话语，让饭店老板们欣然接受。
据张玉坤介绍，他们在走访本镇46

家堂食饭店时，无一家反对使用公
勺公筷。

4月15日，在李庄镇如意饭店的
分餐台上，记者看到，这里放着公
筷、公勺、公叉，并有明显的标示语，
公勺上还印有“公用勺”字样。据饭
店老板陈广宁介绍，菜品出来后，由
工作人员戴着手套，把公勺公筷放
在菜品上，一并送到房间。

陈广宁坦言，给每个房间增设
公筷公勺的成本并不高，一个房间
一天也就是15元左右，但由此带来
的好处却不少。所以，市场监督管
理局李庄所工作人员来给他做工作
时，他欣然同意。

为了保证客人更安全地就餐，
如意酒店还撤掉了包间内一半的座
位。这意味着，原来10人一桌的标
准桌餐，现在最多只允许坐5人。自3

月31日复工以来，这家饭店就实行
了公筷公勺制，现在，来这个饭店吃
饭的人越来越多。

“目前来看，饭店老板们已经
逐渐接受了投放公筷公勺这种文明
做法。相信在饭店的带动下，社会公
众新的用餐习惯也会很快养成。”张
玉坤说。下一步，李庄镇也将在红白
喜事上逐步推广公筷公勺制。

李庄镇46家饭店全部推行公勺公筷
下一步该镇在红白事上也逐步推广公筷公勺制

饭店公勺上印有“公用勺”字样。

农村大众报平原讯 （记者
张婷 通讯员曹伟）阳光明媚，
春风微拂。4月11日，走进平原县
张华镇盆吴村村民陈学印家，可
以看到红白相间的砖瓦房、平整
的庭院、明亮的窗户。“咱自己
家里就应该干干净净、整整齐齐
的，那样看着才顺心，住得也舒
服。”陈学印说。

不只陈学印家，走遍盆吴
村可以发现，街前屋后干净整
洁、村民屋里摆放有序、院里
花草点缀惬意……一座座美丽
庭院编织起的美丽乡村，展现
出了与过去截然不同的乡村生
活图景。

盆吴村的变化，只是平原县
美丽庭院创建过程中的一个缩
影。自2019年以来，平原县把美
丽庭院创建作为重要工作，全力
打造干净整洁的农村人居环境，
创建了座座有颜值、有内涵的美
丽庭院。

什么样的庭院算是“美丽庭

院”？在坊子乡叶庄村村民叶景
玺家就能找到答案。

叶景玺家的庭院，像是一个
微型花园。屋前一行茉莉花冒着
新绿，尽管院子不大，但他特意
设置了一处 1 0多平方米的小花
园，花园里春意盎然。墙边两排花
盆里，精心栽植着10多种花草。屋
外的走廊上摆放的木制桌椅、陶
制茶具等老物件，极具古朴的乡
村气息。屋内锅碗瓢盆、板凳桌
椅、家用电器摆放有序而整洁。

在相隔不远的陈楼村，70多
岁的李士德老两口把20多年的老
院子收拾得像个果园。栽种着石
榴树、枣树、核桃树和柿子树等
各色果树，小苗圃里还种了洋姜
和韭菜。

与叶庄村不同，陈楼村的发
展定位是庭院经济。很多村民在
院内清理出来的空闲地，种上了
各种果树、小菜和各种花卉。

“我们家在院外清理出一小
块空闲地，种上了2棵核桃树、2

棵柿子树、1棵葡萄树，还种了
一撮芫荽。”陈楼村党支部书记
崔文国告诉记者，村里还有很多
这样的庭院，村民根据各自喜好
种植果树和蔬菜。

2019年起，平原县、乡、村
分别成立“美丽庭院”考核小
组，逐户对示范户家中清洁程度
进行评审，考核涉及庭院卫生、
厨厕卫生、房前屋后绿化美化等
方面。评选出的“美丽庭院示范
户”荣登光荣榜，并挂牌。为进
一步激发广大群众参与“美丽庭
院”创建积极性和主动性，各镇
村还多次组织现场观摩，让群众
“看有样板、学有榜样、创有目
标”。

截至目前，平原县共打造美
丽庭院4989户。下一步，平原县将
加大美丽庭院创建力度，鼓励各
村把创建“美丽庭院”活动与发
展庭院经济、开展新时代文明实
践活动等结合起来，让群众在美
丽庭院创建中增加幸福指数。

家家户户美丽庭院
一村一景美丽经济

郯城县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和建设美丽乡村过程中，按照绿
化、美化、靓化标准，有序推进全
域乡村面貌整体改造提升，群众的
人居环境得到有效改善。图为无人

机拍摄的郯城县马头镇南园街“农
家花园”。

目前，全县671个行政村街实施
了“三化”工程，已完成美丽乡村建
设项目429个。 （房德华 摄)

“三化”扮靓村庄


	07-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