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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大众报东营讯 （通讯员
李荣华）“引进推广苹果新品种、
新技术，新种植面积达到300亩及
以上的，采用矮砧、宽行、密植、
立架、高纺锤形栽植模式，配套智
能水肥一体化、机械化植保等系
统，给予奖补资金3000元/亩，按
每年 1 0 0 0元 /亩的标准分三年兑
付。对采取智能化、自动化设备或
技术新建钢架大棚，并进行新产品
引进、土壤改良、绿色生物防治、
水肥一体化、物联网及农产品质量
追溯体系建设，从事蔬菜、食用
菌、冬枣生产，统一规划且成方连
片，钢架大棚（高温棚）棚内总面
积达到100亩及以上的，按70元/平
方米的标准给予一次性奖补资
金……”这是河口区近日出台的关

于支持乡村产业振兴若干政策中，
关于对高标准林果基地、设施大棚
建设上予以奖补的内容。

奖补政策包括支持主导特色产
业发展、实施品牌创建工程、加快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构建现
代农业支撑体系四个方面，涉及18

项，对符合全区产业发展规划，且
在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内的项目重点
倾斜。

2020年，河口区着力破解制约
农业特别是种植业发展的瓶颈。瞄
准林果、设施农业等特色产业，切
实发挥4000余万元奖补资金的导向
作用，重点建设“果园居”“果立
方”“众诚”等占地4000亩的高标
准林果基地，综合运用新品种、新
模式和新技术，推动苹果产业“二

次腾飞”；建设中国蓝田“锦绣河
口”、九丰农业科技等占地3000亩的
设施农业产业园，走集约化、专业
化、标准化路子。通过重点项目建设
的示范带动，进一步调整优化绿色
种植结构，培育壮大主导产业，形
成产业集聚、特色鲜明的发展格
局，助推一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

在支持主导特色产业发展上，
河口区重点支持建设高标准林果基
地、设施大棚、鲜活农产品冷藏保
鲜库等。

在品牌工程创建上，重点支持
“黄河口”“黄河故道”“渤海
口”“河口”等区域公共品牌培育
创建、新型经营主体品牌化发展、
“三品一标”续展认定等。根据不
同级别的品牌创建、农产品认定、

获得的称号和奖项，给予1万元到
50万元不等的一次性奖补。

在加快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上，重点支持申报创建现代农业
产业园、发展出口型农业、创建
“农业+旅游”项目品牌等。根据
现代农业产业园不同级别、电商平
台农产品销售额、农产品出口额、
农旅项目级别等给予1万元到600万
元不等的一次性奖补。

在构建现代农业支撑体系上，
重点支持评选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
企业、创建农业标准化生产基地
等。对不同级别的农业产业化重点
龙头企业和农业标准化生产基地，
给予15万元到50万元不等的一次性
奖补。

此外，针对招商引资项目和当

年固定资产投资500万元以上的项
目，采用“一事一议”的方式，按照双
方协议签订内容给予政策扶持。

“我们从开始研究到政策出
台，历时46天，经过8次修改。从
区域实际出发，反复论证，确定了
这18项支持政策。在项目奖补数额
和标准上都有明确标准和要求，还
明确规定重点项目申报、验收及奖
补兑现程序，做到有章可循，具有
很强的操作性。”谈起奖补政策，
河口区乡村振兴工作专班负责人孙
卫东说，“一系列奖补政策的出
台，目的是发挥政府资金的撬动和
引领作用，集中财力引导农业走规
模化、特色化、标准化、融合化、
现代化的路子，努力打造乡村振兴
的示范区和样板区。”

河口区4000万奖补促“一产”升级
重点支持发展主导特色产业、实施品牌创建工程等

近日，一名游客在枣庄市山亭
区冯卯镇李庄村“复活”小院中戏
水。

近年来，冯卯镇李庄村探索实
施“闲置小院复活工程”，通过征
收、租赁、股份等方式，把农民的
闲置小院整合到合作社，精心打造
非遗传习所、石磨煎饼坊、乡里乡
亲主题民宿等活力小院。在吸引大
量游客前来体验“老家”的味道、
领略淳朴厚重乡村文化的同时，还
促进了村民家门口就业和村集体增
收。 （刘明祥 摄）

农村大众报滨州讯 （通讯
员张志刚）近日，在滨城区秦皇
台乡仓头王村，伴随着挖掘机的
轰鸣声，一处处破旧房屋、残垣
断壁被成功拆除。自此，秦皇台
乡在前期进村入户对房屋进行测
量的基础上，按下了人居环境整
治“美颜键”。

“现在是全乡上下齐动员，
我们村计划拆除10处，可是在实际
拆除中拆除了40处，好多没有列入
拆除计划的，群众也主动要求拆
除。针对拆除残垣断壁整治出来
的闲散地块，我们根据实际情况
进行绿化、美化，建成村内健身
广场或停车场。”仓头王村党支
部书记王新民说。

农村废旧房屋及残垣断壁既
影响村容村貌，又存在安全隐
患，秦皇台乡以消除安全隐患、建
设宜居环境、盘活土地资源、增加
群众收入为目标，快速行动，整治
农村废旧房屋及残垣断壁。

在推进过程中，秦皇台乡召
开了专项会议安排部署，并制定
了专项实施方案，成立清理整治
领导小组，按照“宣传发动—调
查摸底—清理整治—考评验收”
的工作流程，发动带领群众，摸
清残垣断壁和废旧房屋数量及权

属，建立工作台账，分类推进。
各社区相继召开村干部和包

村干部会议，包村干部和村干部
带头进村入户，加强对农村废旧
房屋及残垣断壁“清零行动”的
宣传和引导，向群众讲清楚说明
白，提高干部群众的认识，增强
广大群众参与农村废旧房屋及残
垣断壁拆除工作的积极性、主动
性。

“我家有三间土坯房，好多
年都不住了，房子也旧了，一

直在这里也不安全，今天拆俺
家房子，我来帮忙收拾收拾东
西搬运一下垃圾。”仓头王村
村民王培喜笑呵呵地说。在群
众的支持下，截至目前，全乡
已拆除废旧房屋 6 1 0户，残垣断
壁 2 2 2处，拆除整理面积达 1 5 . 6

万平方米。
结合此次残垣断壁清零行

动，秦皇台乡还继续加大农村人
居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根据各村
实际，因村制宜、重点谋划，分

步实施、统筹推进。在做好清理
残垣断壁工作的同时，做好清违
治乱，并坚持绿化、亮化、美化
工作的统筹推进。

“这次废旧房屋及残垣断壁
的整治工作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积
极支持和响应，既消除了安全隐
患，又为下一步美丽乡村建设腾
出了发展空间。我们将统筹规
划，积极推进农村环境改善，不
断 提 升 群 众 的 幸 福 感 和 获 得
感。”该乡党委书记姬晓龙说。

拆除废旧房屋，清理残垣断壁
秦皇台乡按下人居环境整治“美颜键”

农村大众报平阴讯 （记者
张婷 通讯员刘帅）在平阴县孔
村镇范皮村一间不起眼的平房
里，房主郑庆富正坐在院子里，
一边晒着太阳，一边编扎着笤
帚。一捆高粱，一把镰刀，一团
麻绳，经过郑庆富的扎、捆、
绕、割，不一会儿就编扎成了一
把笤帚。

扎笤帚，对今年82岁的郑庆
富来说，是一段难忘的经历，也
是传承了数十年的老技艺。郑庆
富说，他从17岁就开始扎笤帚，
至今已坚持了65年。“年轻的时
候，我们村周边工厂少，很少有
村民出去打工，除了种地就是做
点小买卖。当时，我为了多赚些
钱补贴家用，就从父辈那里学习
了这门手艺。”郑庆富说。

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
行出状元。”郑庆富便是如此。
因扎笤帚用的原材料主要是高粱
秆，他除了购买别人的，还自己
种了些，不仅省钱，用着也放
心。由于他的笤帚美观实用、价
格实惠，从来没有出现销售难的
情况。

说话间，郑庆富向记者展示
起了他的“绝活”。他在捆高粱
把的时候，先用工具绳绕一圈，
腰、腿、脚同时发力，胳膊顺着
绳滚动着提，这样就扎紧了笤帚
的基础部分。

“扎笤帚的过程中，用镰刀
割去部分秸秆，这是个技术活，
割不好笤帚就不耐用。”郑庆富
说，当高粱秸秆过多时，先留出
适当的长度后割掉多余秸秆。秸
秆一把一把地加，尼龙线一道一
道地缠，当秸秆够做成一把笤帚
时，便把尾端多余的秸秆用镰刀
削割成一个多面的锥形。最后再
用刀修理整齐笤帚尾部，一把实
用美观的笤帚就扎成了。

“现在年纪大了，手脚不如
以前灵活，一天下来只能扎20多
把笤帚，一把笤帚扣掉成本能挣
个三四块钱。扎好的笤帚找个干
净的地方存放着，县城里的批发
商会定期来收购，虽然时代发展
了，但还是有很多人愿意用这种
老笤帚。”郑庆富告诉记者。

“现在年轻人大都出去打工，
很少有学这个的。只要还有人需
要，只要我还能干，就一直扎下去
吧。”问起82岁为何还坚持扎笤
帚时，郑庆富笑着这样说。

一把老笤帚，

老人“扎”了65年

闲置小院

“复活”了

5月5日，在聊城市茌平区贾
寨镇中学，工作人员在对校园
进行消杀作业，为迎接5月7日初
三年级学生开学做准备。

当日，贾寨镇中学组织多
名工作人员对校园、教室、学
生 餐 厅 、 宿 舍 、 厕 所 、 实 验
室、会议室等场所进行了全方
位无缝隙的消杀作业。根据聊
城市疫情防控形势和初中毕业
年级开学准备情况，经聊城市
委新冠肺炎疫情处置领导小组
（指挥部）研究同意，聊城市
初中毕业年级定于5月7日正式开
学。

(赵玉国 摄)

消杀作业

迎初三返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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