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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高名叫高建林，今年57岁，
是平邑县万寿宫林场的一名护林
员。正如他的 名 字 一 样 ， 多 年
来，他的工作就是上山栽树，看
护山林。

不过，今年4月林场里发生了
一件令老高想不通的事情，场长
张文德让他雇人带上专业机器上
山砍树，“看了十几年的林，种
了十几年的树，砍树还是头一
遭，我不理解。”

从上山栽树到上山砍树，不
仅仅是意识的改变。

实际上，不光老高不理解，
林场里的其他员工也一头雾水，
为啥要砍？张文德也不多说，直
接在林场办公地门口竖起一排牌
子，上面红底黄字写着“省级林
长森林质量提升工程示范点”。
牌子上有这么一句：长期以来，
我省林业普遍存在“重造轻管、
重采轻育、重量轻质”的问题，
导致林种、树种结构不合理，林
分质量和效益不高，现已成为制
约我省林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
“瓶颈”。

“事实确实是这样，这几年
山青水绿了，生态好了，但是其中
还存在诸多问题，比如：栽植密度
过大导致树木郁闭枯死，树种结构
单一抗病害能力不强，林地空间利
用率不足等。”山东省自然资源厅
林草资源和湿地保护监督处副处长
刘云强表示，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及
时解决，将会影响我省森林质量的
提升。

而万寿宫林场的做法正是我省

在临沂市推行的“林长制”试点创
新模式之一——— 以科技林长推动林
业提质增效。

万寿宫林场场长张文德就是一
名科技林长，按照他的话说，林场
从今年 4月开始了一场倒逼式改

革。“我们的想法是依托林长制，
规划100亩林地，林地密度从过去
110棵/亩、220棵/亩、330棵/亩减
少至40棵/亩，林种、树种结构方
面实行混交林化、林果化、林彩
化、林花化，四种模式相结合扩大

其生态多样性。”张文德介绍说，
林场“摸着石头过河”，在目标林
区杀弱留强，留大弃小，逐步科学
实施森林质量提升。

“经过我们试验发现，简单的
森林抚育一亩地大概需要600元，
而多层次相结合的森林抚育每亩需
要5000元。万寿宫林场面积很大，
我们先搞小面积试点，效果好再分
片进行推广。”张文德告诉记者，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效果很好，目
标树明显，优势树成行，特别适合
发展林下经济，而且有利于森林防
火工作的开展。

记者了解到，以“科技林
长”促林业产业改革，临沂市在
全市设立了五个试点区域，改革
试点林场面积达1000亩，每个试点
侧重点不同。

在沂水县许家湖镇沂河林场
河滩绿化模式科技创新示范园
区，当地在园区设立林长制工作
站，工作站积极对接省林科院，聘
请专家作为“科技林长”，实施无絮
黑杨“鲁林16号”培育、林下丹参种
植等多种合作项目，取得了良好的
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临沂市将林业科技创新融入
到林长制工作中，目前，林长科
技创新团队已有成员140人，申报
林长科技创新示范园区62处，科
技林长102人。

一年的时间，作为山东省林
长制前沿试点，临沂从“建立”
到“见效”，走出以林长制改革
推进生态文明、以生态优先推进
绿色发展的特色路径。

聘请专家为“科技林长”，促林业产业改革

临沂：挥刀砍出一批高质量林场
农村大众报记者 张超

农村大众报高青讯 （通讯
员王克军）随着气温升高，享誉
盛名的高青西瓜陆续上市。与往
年不同的是，今年的早春市场多
了很多“袖珍西瓜”，风味更加
浓郁，每公斤卖到了20元以上，
成为“吃瓜群众”欢迎的爆款
瓜。

5月22日早上6点，高青县唐坊
镇魏寺村益丰果蔬合作社的种植
基地就热闹起来，合作社负责人
魏兴生正带着社员采摘西瓜，准
备装箱发往北京、济南等地。
“一口价，每斤10元！”老魏卖瓜
从不自夸，买瓜的多数是回头

客，看中的是高青西瓜的口感和
品质。

普通西瓜每斤2元左右，老魏
的西瓜为啥卖到了10元还供不应
求？魏兴生说：“一是品牌好，
新栽培的高青西瓜个头小，每个
在3斤左右，适合现代家庭人口结
构需求；二是品质好，全程采用
生物技术，瓜瓤甜脆、汁多爽
口。”

高青县农业农村局局长苗光
勇介绍说，高青早在1996年就被命
名为“中国西瓜之乡”。近年
来，高青县年产西瓜30万吨左右，
主打产品多以京欣等传统品种为

主，该品种个头大、糖度高、耐
储运，但往往扎堆上市，好瓜却
难卖好价。如何推动高青西瓜进
军高端市场？今年初，高青县主
动与省农科院蔬菜研究所对接，
请专家为高青西瓜产业把脉问
诊。综合考察地域适应性、市场
表现力等方面后，最终选定了全
美2K、金麒麟、超越梦想、理想
等14个新品种，县里给予政策支
持，先期在田镇、唐坊、黑里寨
等5处果蔬基地进行试验示范，并
全程给予技术指导。

在魏兴生眼里，这些西瓜种
苗就像婴儿一样，他精心照顾

着，生产采用有机肥，严格控水
控肥，错时种植、错时授粉。从4

月10日西瓜上市到现在，他已卖完
6个大棚的瓜。新品种西瓜受到市
场的高度认可，这是魏兴生没想
到的，“要知道市场反响这么
好，当初多种几个棚的新品种就
好了。”现在他紧接着又种上了
第二茬，确保8月前西瓜不断档。

“种植新品种西瓜，产值和
利润比过去至少增长了5倍。”田
镇街道寨子村村民李新村告诉笔
者，新品种西瓜亩产能达9000斤，
按每斤最低10元的价格计算，亩收
益可达9万元。

更让李新村自豪的是，新品
种西瓜上市早，市场竞争力强，
让他在定价方面有了更多话语
权。“只要西瓜品质好，价格不
是 问 题 ， 这 就 是 品 牌 瓜 的 优
势。”

高青西瓜高质量、高标准、
绿色化、品牌化的转型之路，是
该县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缩影。苗光勇表示，下一步，
高青将选取3-5个市场表现好的新
品种，作为当家西瓜在全县推
广，推动高青西瓜“个头小型
化、质量优质化”，进一步擦亮
“高青西瓜”金字招牌。

品种多多 大小适中 风味浓郁

高青西瓜，“吃瓜群众”都说好

近段时间以来，县市负责人
直播推销农产品突然走红网络。
这种做法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农产
品的知名度，带动了农产品销
售，受到农民欢迎，也获得众多
网友点赞。

书记县长们主动代言农产
品，做法值得肯定。笔者认为，
线上代言，解决的是农产品暂时
的销路问题，要实现农产品的长
久畅销，还需要在线下下更多功
夫，带强本地农产品。

破解农产品难卖这个“老大

难”，开拓电商渠道只是办法
之一。随着“上网”农产品增
多，同品种的农产品在网络上
也会形成竞争，甚至遭遇恶意
价格战。因此，电商渠道并不
是解决农产品滞销的“万能钥
匙”。

今年，在很多传统农产品出
现滞销的时候，一些优质的农产
品市场供应反而不足。如春节前
后，一些大中型城市的“车厘
子”卖到上百元一斤，到了论个
儿卖的地步，购买者依然络绎不

绝。
要让农产品俏卖，既需开拓

线上线下不同的销售渠道，像
“王婆卖瓜”那样自卖自夸，提
升农产品知名度和影响力，更需
要各个地方，根据本地产业特色
和产业实际，找准定位，生产更
多优质产品。同时，不断延伸产
业链，提升附加值。

近年来，按照中央部署，各
地以满足吃得好吃得安全为导
向，大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持续提高农产品供给的质

量、效益和安全水平，取得了一
定成效。可以说，生产更多更好
的优质绿色农产品，既能满足广
大消费者的需求，又能解决农产
品滞销难题，还是提升农产品附

加值的“法宝”。
笔者期待，各地的书记县

长上网代言农产品，不是“一
阵 风 ” ， 而 是 更 加 关 注 “ 三
农”的新开始。在全面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大背景下，书记县
长们需要更加重视农业产业的
升级和转型，持续做大做强本
地优势农产品，完善产业链，
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链增值收
益，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

“县长”代言农产品，更要带强农产品
农村大众报评论员 李伟

农村大众报临清讯 （记者
唐峰 通讯员曹原 张计生）把
流水线上下来的轴承均匀涂好防
锈油，一桶桶装好，码到周转箱
里，5月21日，在临清市烟店镇
南崔村的临清市宏华特种轴承有
限公司车间里，崔学强一直不急
不躁地忙活着。

“在这里干活，工资高，还
能学技术。”崔学强对笔者说。

今年30岁的崔学强是临清市
烟店镇南崔庄村人，因为患有间
歇性精神病，智力轻度低下，出
去打工困难。2016年，宏华特种
轴承有限公司扩大规模，在村里
吸纳有劳动能力的33户残疾、低
收入农户进厂务工，并免费提供
轴承技能培训，崔学强有幸成为
被帮扶的一员。

“每个月出满勤的话，加上
200元的全勤奖，拿到近4000元
了。”说起现在的收入，崔学强
笑了。

“对崔学强，公司专门安
排车间主任特别照顾，不仅安
排他简单较轻的活，还叮嘱其
他员工不能欺负他。”南崔庄
村党支部书记、临清市宏华特
种轴承有限公司负责人崔洪华
说。

崔学强只是烟店镇企业帮
扶残疾、困难村民就业的一个
缩影。“我镇充分发挥镇办企
业吸纳驻地劳动者就业的主渠
道作用，安排残疾、低收入农
民就业，不让一个人掉队。”
该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叶立涛
介绍道。

企业爱心帮扶

残疾人家门口就业

森林质量提升前后对比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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