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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阳失地农民刘德荣积极转型

从葡萄土专家变身服务明星
5月22日，天有些热。上午10

时，记者沿G220国道找到济南市济
阳区“英才宾馆”时已是满身大
汗。一进门，收拾整洁的宾馆大厅
内，当地种植葡萄的土专家刘德荣
正和妻子张玉华热情地为投宿的顾
客登记住宿，安排房间。

村庄规划，干起新的营生

“去年，崔寨作为济南市新旧
动能转换先行区，对部分村庄进行
了规划拆迁，我们王河村正好在里
面。”刘德荣介绍，去年9月村子
已经拆除完毕，耕地也已做了补偿
登记。村子没了，大伙等着上楼住
新房，耕地没了，大伙各显神通谋
生计，刘德荣也顺势做出了新的人

生规划，弃农从商，不种葡萄了，
改行开宾馆、做经纪人。

“要说扔了精心管理了八九年
的葡萄不心疼，那是假的。这几
年，我家的葡萄正值盛果期，每年
能带来20多万元的收入。可政府规
划 是 大 事 儿 ， 咱 得 配 合 政 府 工
作。”张玉华说，刚听到拆迁的消
息时，她好几宿都没睡好觉，舍不
得从小苗管护成壮藤，成天侍弄的
葡萄。但是看到政府出台的拆迁政
策，规划的美好蓝图，他们还是积
极配合街道工作，按时腾出住宅，
支持拆迁。

“生活充满挑战，积极面对，
就能活出精彩。”刘德荣说，种葡
萄前自己杀过猪、种过菜，每一次
变化，虽然都会遇到不少困难，但

都会积极去应对，最终干出一番名
堂，“这次弃农从商，对我来说又
是一次挑战，但我有信心干好。”

其实，2016年刘德荣就把这个
宾馆租下来了，不过当时是为了配
合发展葡萄种植。

张玉华介绍，2013年，刘德荣
领头创办了济阳德荣葡萄种植专业
合作社。到2016年，合作社在省内
外的种植基地已有200多亩，经常
有社员和各地慕名而来的取经人来
济阳找刘德荣。刘德荣就想着办一
个能供大伙交流种植经验的场所。
2016年秋天，恰巧这家路边宾馆对
外转租，刘德荣便以每年5万元的
租金，租下了这个二层家庭式宾
馆。

“头两年，我们一楼大厅是农

资展示厅，卖与葡萄相关的各种农
资，外地来的交流人员就安排在这
里食宿。”张玉华介绍，去年葡萄
没法种了，正好京东在宾馆对面建
物流仓储基地，她和刘德荣干脆撤
了农资这一块，全身心投入到接待
过往司机和务工人员住宿上。

踏实肯干，干出别样精彩

刘德荣和张玉华都是犟脾气，
干啥都想干好。刚种葡萄时，虽然
都是门外汉，但凭着一股子韧劲，
他们不仅办起了合作社，刘德荣还
成了业内有名的土专家。现在开起
宾馆，从事起了服务行业，他们又
在怎样招揽顾客上下起了功夫。

“就是要让前来住宿的人有回

家的感觉。”刘德荣说，他和妻子
把每一位前来住宿的人都当成了家
人。时间长了，他们的宾馆在当地
有了名气，有想住宿的都会首选他
们的宾馆，当地的一家大企业还和
他们达成了拉货司机优先入住的意
向。

现在，刘德荣家的宾馆楼上
楼下18间客房，外加旁边扩租的6

套标间几乎天天满员。而且因为
往来人员较多，这里也成了一个
信息汇集地。附近哪个工地缺人
啦，哪个项目需要挖掘机、运土
车，乡亲们谁想找活儿干，都会
在刘德荣这里挂个号。慢慢地，
刘 德 荣 成 了 大 伙 眼 中 的 服 务 明
星、找活经纪人。

农村大众报记者 姬飞燕

记者从山东省农业农村厅获
悉，今年“三夏”期间，山东省
有180万台农机、28万名农机技
术人员和农机手参与“三夏”作
业。

当前，我省小麦正由南向
北、由西向东逐渐成熟，部分地

区已开始零星收割，小麦大面积
收割将于6月上旬开始，预计6月
15日基本收获完毕。目前，各地
小麦条锈病得到控制，未形成大
面积蔓延和危害。如后期没有大
的自然灾害，山东小麦有望再获
丰收。 (来源：新华社)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
促 进 乡 村 产 业 振 兴 的 指 导 意
见》，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和经
济繁荣发展，2020年农业农村
部、财政部继续开展农业产业
强镇建设。经县级人民政府申
请、省级农业农村和财政部门
推荐、农业农村部和财政部审
核，确定259个镇(乡)开展农业产
业强镇建设。

其中，山东省有16个乡镇入
选，它们分别是：威海市文登

区张家产镇、烟台市长岛海洋
生 态 文 明 综 合 试 验 区 北 长 山
乡、德州市陵城区糜镇、莒县
小店镇、安丘市官庄镇、滨州
市沾化区冯家镇、东营市河口
区新户镇、平邑县地方镇、枣
庄市市中区西王庄镇、金乡县
马庙镇、肥城市边院镇、淄博
市博山区源泉镇、郓城县侯咽
集镇、商河县白桥镇、胶州市
洋河镇、阳谷县安乐镇。

(来源：农业农村部)

山东：180万台农机备战“三夏”

我省16个乡镇入选农业产业强镇建设名单

>>信息超市<<

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通
知，向社会推介北京市通州区
于家务乡仇庄村等21个首批全国
村级“乡风文明建设”优秀典
型案例，为遏制农村陈规陋习
蔓延势头和培育婚事新办、丧
事简办、孝亲敬老等社会风尚

提供参考借鉴。
为进一步推进移风易俗、

建设文明乡风，发挥典型案例
的示范带动作用，农业农村部
组织开展了首批全国村级“乡
风文明建设”优秀典型案例征
集工作。 (来源：农业农村部)

首批全国村级“乡风文明建设”优秀典型发布

日前，东营市河口区河口街道
西五村、坨子村等4个村的池塘循
环流水养鱼项目陆续开工建设，这
是继片区百草园项目、无花果项目
之后乡村振兴服务队着力推动的又
一重点项目，标志着河口街道乡村
振兴示范片区产业项目建设进入快
车道。

池塘循环流水养鱼，俗称“跑
道式养鱼”，即将传统池塘“散
养”模式创新为新型的池塘循环流
水“圈养”模式，实现低碳高效养
殖，具有产业振兴和生态振兴双重
意义。

“项目一期，主要建设西五村
北屋子水库、民生村水库、坨子村
水库、福祥村水库等4个水库，水
面总面积67 . 4亩，建设总投资300余
万元。项目二期，稳步推进其他5

处约156亩的水塘开发，结合周边
生态林广阔、经济林丰富、林下养
殖空间大的优势，着力发展休闲渔
业公园，打造种养一体、生产休
闲、科普观光相结合的农业田园综
合体。”河口街道乡村振兴服务队队
员、西五村第一书记李祥垒说。

项目首年，投放罗非鱼苗1 0

吨，生产周期3个月，预计可产鱼
100吨，实现纯收益60万元。

据了解，河口街道乡村振兴服
务队入驻以来，把产业振兴作为乡
村振兴的重头戏，下大气力夯实农
业基础，优化农业结构，先后谋划
实施产业项目7个，总投资额2180万
元，有力带动了群众增收致富，壮
大了村集体经济规模，为乡村全面
振兴打下了坚实基础。

(李红雨)

5月28日，游客在黛青山富
硒生态园里采摘新鲜成熟的甜
杏，体验收获的乐趣。

黛青山富硒生态园位于淄博
市淄川区罗村镇河东村东，过去
因开矿变得坑洼不平。2013年6

月，河东村农民、党员张汉修承
租了这片1000多亩的废弃矿坑荒
山，填坑造田，种植富硒石榴、
桃、杏、樱桃、树莓、猕猴桃等
经济林果900亩，使昔日的废弃
矿坑荒山变成了如今的“花果
山”。 (翟慎安 摄)

“糖度好，果形好看，皮又
薄，特别好吃，这是我吃过的最好
吃的小番茄，太让我震撼了……”
郓城县张营镇后彭庄梦真蔬菜合作
社的种植大棚内，游客李爱华对吃
到的“釜山88”小番茄赞不绝口。

“这个品种目前是全国最难种
的一个品种，与普通小番茄种植
不同，不能用大水大肥，要勤浇
少 浇 ， 种 植 期 间 的 农 活 量 很
大。”据梦真蔬菜合作社技术总
监宋振海介绍，“釜山88”并不是
新品种，十几年前从韩国引进国

内 后 ， 开 始 在 胶 东 地 区 零 星 试
种，由于种植难度大，一直没有
大面积推广，只能供应一线城市
的大型超市，目前全国的种植面积
仅6000多亩。

在省派乡村振兴服务队的支持
下，梦真蔬菜合作社引进了这个新
品种，严格按照技术团队的管理要
求，严控生长过程中的每一个环
节。种植成功后，梦真蔬菜合作社
专门给这个新品种注册了商标，并
且和北京、上海的一些大型超市和
电商平台签订了供货合同，价格比

普通小番茄高出三倍多。
目前，梦真蔬菜合作社种的160

亩“釜山8 8”正在陆续进入采摘
期，每天有大量村民和周边群众前
来务工，日均用工人数在100多人。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步提
高，目前这种小番茄在市场上供不
应求。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扩大种
植规模，让更多的村民在家门口找
到就业岗位，带动更多的群众共同
致富。”梦真合作社负责人彭汉收
信心满满地说。

(杨静 曹金磊)

“跑道式养鱼”让产业发展再提速

“最难种”的小番茄上市

废矿山
变身“花果山”

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方
案，在全国部署2020年农产品质量
安全专项整治“利剑”行动，严
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用药和非法
添加行为，严格落实安全间隔期
休药期制度，切实保障人民群众
“舌尖上的安全”。“利剑”行
动将持续至今年12月，行动包括三
个方面整治重点。

“利剑1号”行动以蔬菜、水
果为重点产品。严厉打击违法使
用禁用农药，采收时不遵守安全
间隔期制度，未按国家有关规范
使用保鲜剂、防腐剂的行为。

“利剑2号”行动以禽蛋、猪
肉、牛肉、羊肉为重点产品。严

厉打击养殖过程中违法使用禁用
药品、使用未批准的药物及杀虫
剂、不执行休药期规定，未按规
定落实屠宰环节两项制度，生猪
私屠滥宰、屠宰病死猪、注水注
药等行为。

“利剑3号”行动以养殖水产
品为重点产品。严厉打击违法使
用禁用药品及其他化合物、停用
药品，出塘时不遵守休药期规定
造成兽药残留超标，违法生产、
经营和使用假兽药，以及所谓
“非药品”“动保产品”添加兽
药和禁用药品及其他化合物的行
为。

(来源：农业农村部)

切实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2020年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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