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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讯 为贯彻落实国家
粮食安全战略，推动建立多层次、
长期稳定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
制，省财政深入实施中央产粮大县
奖励政策，粮食年产量稳居全国前
三位。今年我省有99个县进入国家
级产粮大县奖励范围，获得中央财
政奖励资金18 . 25亿元，获奖县数
量和奖金“双创”历史新高。

据介绍，这些产粮大县的粮食
播种面积与产量均占全省的93%以

上。同时，粮食年产量位列前四位
的平度、齐河、曹县、郓城等4个
县还额外获得超级产粮大县奖励
5852万元。平度市以年产粮食29亿
斤，连续七年成为全省产粮大县
“状元”。产粮大县奖励资金作为
一般性转移性支付，由县级人民政
府统筹使用，可有效缓解产粮大县
的财政压力，提高地方各级政府推
动粮食产业发展的积极性。

(代玲玲 宋雅男)

山东99个国家级产粮大县

获18 . 25亿元中央财政奖励
获奖县数量和奖金“双创”历史新高

近日，滨州市沾化区新合作超
市“烟头换鸡蛋”兑换点，市民排
起长队，用随手捡拾来的烟头换取
鸡蛋。

家住东城区的市民赵竹兰当天
捡了十几个烟头，来到兑换点参与
活动。“我不抽烟，平时在公共场
所遇到抽烟的人，我会主动劝导他
们不要乱丢烟头。现在好了，越来
越多的市民参与到捡拾烟头的活动
中来，乱扔烟头的行为越来越少
了，城区环境越来越干净了。”赵
竹兰说。

捡起小烟头，创出大文明。炎
炎烈日下，“烟头不落地”公益宣
传活动像一缕清凉之风，正悄然改
变着沾化城区的市容市貌，也在改

变着广大市民的日常行为。
2020年是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的决战收官之年，沾化区作为
创城迎审的主阵地、主战场，对标
创城工作目标，举全区之力、尽锐
出战，固强项补短板，把创城“硬
任务”变为日常工作“软指标”，
“文明沾化 你我共建”已成为沾
化市民共同的认知。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是一场永
不停歇的文明‘接力赛’，需要完
成一次次的文明传递和超越。每一
位市民都是这场比赛的参与者、见
证者，没有局外人，大家要用自己
的一言一行谱写文明之美，用一举
一动浇灌出灿烂的文明之花！”沾
化区委书记臧伟说。

打通文明创建

“最后一公里”

“楼道里张贴的小广告需要清
除，灭火器还没有配齐到位，小广
场健身器材有损坏……”区委宣传
部副部长李杰带队到老城区富贵苑
居民小区实地督导，现场“挑毛
病”、“找漏洞”，并要求限期整
改到位。

老旧小区环境脏乱差、基础设
施老化破损、车辆乱停乱放、消防
安全设施不到位等问题，一直是文
明城市创建中的顽疾，也影响了居
民的生活品质。为彻底解决这块

“绊脚石”，沾化区坚持点对点出
新招、硬碰硬治顽疾, 实行生活小
区分类管理机制，对全区179个生活
小区建立工作台账，根据各小区环
境卫生、基础设施、日常管理等现
状，划分为4个类别，按照“示范
带动、分类验收、梯次推进”的工
作思路，由区创城督导组分阶段进
行验收，严格对照问题清单，分类
精准施策，明确整改时限，确保验
收一个、销号一个、巩固一个。

目前，第一类别的37个小区已
达到验收标准，其他类别小区正在
有序推进。同时，落实生活小区创
城经费奖补政策，按照整改完成情
况，经区创城督导组验收合格，并
通过中央测评组实地测评的生活小

区，包保责任单位将分别获得6000

元、5000元、3000元的创城奖补资
金，这极大激发了各责任单位创建
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为压实创建工作，沾化区积极
实行网格化、精准化管理机制，30

名区级领导包保30个城区网格，170

余名网格员包保责任小区，做到管
理无漏洞、创建无死角、联接无缝
隙。区委书记、区长实地深入老旧
小区、集贸市场、背街小巷，一线
办公、现场协调解决问题。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目的，
不仅是拿块牌子、争项荣誉，而是
通过创城让沾化更美好、让人民生
活更幸福。”区委副书记、区长刘
长海说。 （下转A2版）

人人都是参与者，人人都是改变者

沾化：跑赢一场永不停歇的文明“接力赛”
农村大众报通讯员 贾海宁

农村大众报济南讯 （记者王
星）8月4日，记者从省植保总站了
解到，根据外地虫源、本地二代成
虫灯下诱集数量及卵巢发育进度，
结合气象条件、作物长势布局等情
况，预报三代黏虫在我省总体发生
程度2级，鲁南、鲁中和半岛局部
暴发危害的风险较高。三代幼虫为
害盛期在 8月上中旬，需早做防

范。
根据全国农技中心通报，目

前，二代黏虫成虫开始进入迁飞
高峰期。辽宁防后各类型田残虫
量较高，平均每平方米 1 . 5 - 1 . 8

头。近期东北部分高空测报灯监
测点诱蛾量偏高，吉林长岭7月1

日-20日为76头，高于去年同期的
55头，黑龙江双城7月1日-20日为

409头，是去年和前年同期的3 . 5倍
和5 . 8倍。

我省各地测报灯监测数据显
示，7月份大部分地区诱蛾量明显
高于去年同期。截至7月26日，各测
报点平均单灯累计诱蛾量190头，是
去年同期的1 . 8倍。其中，济南测报
灯诱蛾 2 8 3头，是去年同期的 1 . 2

倍；滕州测报灯诱蛾69头，是去年

同期的1 . 7倍；淄博测报灯诱蛾959

头，是去年同期的5 . 4倍；莱州高空
灯 共 诱 蛾 8 6 头 ， 是 去 年 同 期 的
45%；临清测报灯诱蛾259头，是去
年同期的84 . 6%。所诱成虫中，雌蛾
占比一般在21%-74%之间，并且解
剖数据显示，部分地区雌蛾卵巢发
育进度达到3-4级。

根据天气预报，8月份我省降

水量较常年偏多，降雨频次较前期
增加明显，且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
下，盛行下沉气流，易造成过境
迁飞黏虫落地为害。同时，气温
略 偏 高 、降水 略 偏 多 的 气 象 条
件，对黏虫产卵孵化、幼虫发育
较为有利。

黏虫可用2 . 5%敌杀死、2 . 5%

功夫乳油、4 . 5%高效氯氰菊酯20-
3 0毫升、灭幼脲等药剂根除。若
虫害严重，可采用2 . 5%高效氯氟
氰菊酯40-80毫升/亩、5%高效氯
氟氰菊酯12-18克/亩、20%辛硫灭
多威乳油80-100克/亩、48%毒死
蜱乳油30-40毫升/亩，兑水40-50

千克均匀喷雾。

我省三代黏虫暴发风险较高
预报总体发生程度2级，幼虫为害盛期在8月上中旬

“在大数据中心，带上VR眼
镜，羊就像站在你眼前一样；每只
羊的体温、体态，大棚温湿度等情
况可实现实时监控；还可实现自动
喂料，投送误差在10厘米以内。”7

月16日，利津县盐窝镇镇长裴吉刚
向记者描述了5G落户黄河口滩羊产
业园后的样子。

再过4个多月，这一切都将变
成现实。

盐 窝 镇 是 我 省 肉 羊 养 殖 大
镇，目前全镇肉羊存栏量达7 0万
只，年出栏200多万只，年产值达
21亿元，全镇人口8万多，近四分
之一的人从事肉羊养殖及相关产
业。但庞大产业的背后往往也隐
藏着危机。一直以来，盐窝镇的
肉羊养殖产业面临着养殖布局分
散、产业链条不健全、产业层次
低，发展质量不高、环境污染重
等问题。

“疫情期间，可苦了养殖户，
外面的秸秆运不进来，该出售的肉
羊运不出去，那时养殖户是死赔。

单纯靠育肥，受制约因素太多，要
是能在本地屠宰，走精深加工的
话，盐窝的肉羊养殖能上一个新台
阶。”大印肉羊养殖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王维民说。

不止于此。肉类冷鲜上市已经
成为未来的发展方向，全国两会
上，屡有代表委员提出禁止活畜禽
流通运输，从明年4月起，国家将
逐步限制活猪调运。这都给仅有育
肥环节的盐窝肉羊养殖业发展提出
了新的命题。

于是，2019年8月，总投资13 . 6

亿元的黄河口滩羊产业园建设项目
全面启动。产业园规划建设基础母
羊繁育区、标准化肉羊育肥区、5G

智慧综合管理服务中心、综合交易
中心等设施。

园区建设过程中，盐窝镇紧盯
“补链、延链、强链”发展目标，
引进建设了16万吨/年牛羊饲料生产
加工、50万吨/年生物有机肥生产、
30万只/年黄河口滩羊屠宰深加工及
冷链物流一体化、污水处理厂等一

大批产业链项目。4个月后，这里
将形成一条集“饲料加工——— 基础
母羊繁育——— 肉羊养殖——— 废弃物
处理——— 屠宰深加工——— 冷链配

送”的肉羊生产全产业链。
目前，一期建成的150个标准羊

舍已被租赁一空。“这里的水电设
施齐全，等园区全部建成后，剪羊

毛的、卖饲料的、干屠宰的，都在
跟前，更方便。”7月16日，马村村
民付海涛的第一批小羊刚刚运到，
900多只羊在棚里撒着欢，咩咩地叫
着。

这是付海涛第一次养羊，看到
别人养羊赚了钱，他心里也痒痒，
但村里没地方建大棚，于是产业园
一期建成后，他就来这里租赁了个
大棚。

记者走出付海涛的大棚，恰好
碰到薄村的养殖户薄纯俭，他也在
园区承包了一个大棚。“我在村里
还有两个棚，养着1200多只。”他
说，这些年，养羊效益一直不错，
每只羊能挣到300元，好的时候能挣
到500元，掐指算来，1200只羊至少
能获利36万元。而肉羊一年可以养
两茬。

“园区全面建成后，盐窝的肉
羊养殖就实现了从小羊圈到现代化
大企业的跨跃。”裴吉刚说，305

个大棚全部入驻后，这里将成为
全国最大的单体养殖基地，肉羊
存栏量可达4 0万只，年出栏量突
破100万只，达到肉羊良种化、养
殖标准化、防疫制度化、粪污无
害化、监管常态化的产业发展新
标准。

自动喂料实时监控，繁育养殖深加工一体化

盐窝镇打造全国最大单体“羊圈”
农村大众报记者 郭杰 通讯员 杨秀成

马村村民付海涛在园区承包了一个养殖大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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