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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大众报济南讯 （记者刘
真真）山东省自然资源厅日前出台
《关于推行耕地保护“田长制”的
指导意见》。意见提出，建立村集
体经济组织日常管护机制，实现
“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耕地保
护责任全覆盖，充分调动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和农民的积极性，形成保
护耕地合力，做到“谁的地谁来管”，
确保全省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数量
不减少，质量有提升，牢牢守住耕

地保护红线和粮食安全底线。
“田长制”是在落实政府耕地

保护主体责任的基础上，建立的以
村集体经济组织为主体，以村“两
委”成员或村民小组长、村民代表
为日常管护责任人的基层耕地保护
机制。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依照行
政管辖和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实施
属地管理、分级保护、逐级负责。

“田长”由村“两委”成员、
村民小组长、村民代表或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负责人担任，主要职责包
括：落实党委政府关于严格耕地保
护的工作措施，宣传耕地和永久基
本农田保护的法律法规，对违法用
地、耕地“非农化”“非粮化”行为进
行劝诫、报告，协助乡镇政府或有关
部门对耕地生产配套设施进行管护
等。

各市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
指导本区域内“田长制”建立，明
确“田长”职责设置及县、乡两级

政府与村集体经济组织在耕地保护
工作中的职责分工，并将“田长
制”实施情况纳入耕地保护责任目
标自查体系。

《意见》提出，各级自然资源
主管部门要及时报请本级政府同
意，建立由政府负责同志牵头、有
关部门参与、保障“田长制”顺畅
运行的工作机制，形成“田长”基
层产生、农民看护耕地、政府保障
运行的工作体系。

《意见》要求，各市要不定期
调度辖区内“田长制”工作推动情
况，对“田长制”工作推进速度
快、开展效果好的地方，可在耕地
保护目标自查赋分、耕地保护激励
名额分配、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国家
和省级新闻宣传等方面予以支持。
省厅将总结各市的好经验好措施予
以推广。鼓励各市县统筹安排各种
激励措施，对“田长制”考核中优秀
的单位及“田长”给予奖励。

镇上引来大商超，2016年初，
一直赋闲在家的崔丽总算找到了工
作。崔丽是宁阳县鹤山镇赵庄村
人，因为要照顾老人和孩子，她一
直希望找一份离家近的轻快工作，
万达互惠百货商场的入驻，给她提
供了理想的就业岗位。

前几年，鹤山镇推出外地人才
回乡创业计划，在外打拼多年的孙
有利成为被政策吸引的“归家燕”。

“镇里不仅帮助协调商场落地，还利
用春节前后人员在家的时候，主动
帮忙宣传招工。”2014年，在镇政府
的帮助下，不到两个月，孙有利的

万达互惠百货商场就顺利办完各种
手续，赶在春节前开了业。

近年来，宁阳县持续推进农村
优秀人才“回引计划”，通过完善
政策体系，搭建创业平台，优化服
务环境，深化培育激励，让在外人
才“引得回、留得住、发展好”，
让更多的人才“家燕归巢”。

为吸引人才回乡创业，宁阳县
在项目手续办理、创业资金补助、创
业贷款扶持等方面给予支持。政府
提供代理代办服务，对办理程序简
单的项目，要求当场或当日办结；提
供创业担保、鲁担惠农贷、生产经营

贷等多种贷款途径，帮助企业解决
资金难题，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
元；提供创业补贴，根据吸纳高校毕
业生数量等，给予相应补贴；对首次
领取小微企业营业执照，正常经营12

个月以上并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费
的，给予一次性创业补贴1 . 5万元；对
带优质项目回乡的，提供3年免费孵
化场地和创业支持；对创办的新技
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提供创
业启动资金资助，每年遴选20个处于
初创期的青年创业星火项目，给予2
-5万元创业启动资金。

此外，对回乡就业的全日制博

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重点高校
本科毕业生及全日制普通本科毕业
生，首次来宁阳企业就业，并与企
业签订3年以上劳动合同的，分别
按照每月2000元、1000元、600元、400

元标准发放租房和生活补贴；对回
村任职的，在职村党组织书记报酬
不低于全县上年度农村人均可支配
收入的2倍；对发展集体经济贡献突
出的，从当年度村集体经济收益增
量中拿出一定比例资金进行奖励。

为了让在外返乡人才有想头、
有盼头、有奔头，宁阳县还对返乡
创业经济能人、大学生和回村任职

人才，提供“五个优先”政策：优
先作为评先树优的表彰对象，优先
参加省市组织部门的培训，优先提
名为各级“两代表一委员”、劳动
模范，优先推荐为“村村都有好青
年”等，回村任职的优先推荐参加
乡镇公务员、事业编制人员招考。

“无论是项目办理还是贷款扶
持等，政府都提供了政策便利。”
孙有利说，企业年营业额已从最初
的几十万元，发展到现在的3000万
元。此外，在当地政府的穿针引线
下，孙有利还联合周边40余名创业
青年成立了鹤山青年创业协会，定
期开展外出参观学习、电商培训等
活动。目前，该协会共吸收创业青
年800余人，创办企业70余家，带动
5000余人在家门口就业，平均每户
年均增收4万余元。

农村大众报记者 祝超群
通讯员 陶东宁 李 帅

上午8点，惠民县电子商务仓
储物流配送中心车来车往。配送中
心就像一颗“心脏”，一件件快递
从这里流向14个镇街的109个社区
（村），而各村要发的快递又被运
输车顺道“拣”回来。

共拣统配

全县快递业整合超九成

“今年，我们整合并签约中
通、韵达、申通、百世、圆通、天
天6家物流快递公司，实现了共同
分拣，统一配送。分拣用工从原来
的150人降至20余人，分拣效率提高
一倍。”运营项目的惠民县惠源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总顾问荣加郑说。
目前，全县快递公司整合力度超
90%。

自获评“2019年国家电子商务
进农村综合示范县”以来，惠民县
在电商进村上开足了马力，全面启
动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项目，
主要建设内容为农产品上行体系建
设、电子商务县镇村三级服务体系
建设、县镇村三级物流体系建设及

电商人才培训4项内容。
2020年10月，惠民完成县级仓

储物流配送中心建设改造，新购
置全自动快递分拣线，分拣时效
18000件/小时。同时，新购置4 . 2

米箱式运输车10辆，规划建设物流
配送线路10条。原来是各家快递公
司都派车往下面送件，整合后一
条线路只需一辆车，极大地为物
流公司节约了成本。电商户发一
单快递原来需要8元钱，现在控制
在了3元以下。

赋能村站

破解“进村易运营难”

快递“进村易运营难”的矛盾
一直很突出。在破解这一难题上，
惠民县找到了自己的“钥匙”。

“我们正在建村级电商服务
站，截至1月6日，已建成65个。预
计 1 月 底 之 前 能 实 现 1 0 9 个 社 区
（村）全覆盖。”荣加郑介绍，
在站长的选择上，要求必须拥有20

平方米以上的经营服务场所，懂
经营、有服务意识。目前已经建

成的65个村级电商服务站，经营面
积大都超过50平方米，站长青年创
业 者 居 多 。 为 确 保 村 站 运 行 畅
通 ， 他 们 还 为 村 站 植 入 零 售 功
能、便民服务功能、农投品售卖功
能等。

姜楼镇崔寨村的崔启松是崔寨

电商服务站的站长，服务周边六七
个村。“附近村的乡亲们不用再去
镇上拿快递，发件直接来我家就
行。”他并不担心服务站日后的运
营问题，他认为，他的服务站承担
着消费品下乡、农产品进城的职
能，将来还会被赋予更多职能。

路通了

“货通天下”不远了

荣加郑形象地把建站比喻为
“修路”。路通了，就能“货通天下”。

拉动农产品上行、促进消费品
下行是惠民县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
示范项目的重要目标。建村站的同
时，惠民县还建设了14家镇级电商
服务中心，免费为入驻创客及各类
电商企业提供办公设备，免费提供
电商培训服务，定期开展交流活
动，协助创客或创业者解决问题。
有关负责人介绍：“我们对有需求
的群众免费进行全方位电商培训，
每周至少一次。有的镇一周能开4

次课。这是拉动农产品上行的重要
手段。”

赵国伟是一个只做线上销售的
电商大户，主要生产鸡胸肉、鸡胸
肉丸、香菇酱、荞麦面条等。项目
给他投资200余万元后，他的产能提
高了1 0倍，发货量从以前每天的
3000单达到日均2万单。投资这家企
业的目的，就是想借此带动全县的
肉鸡养殖户，促进农产品上行。

今年，赵国伟又拿到了400万元
的风投资金，风投方还帮他对接上
了某社区团购项目。赵国伟说：
“目前，我们的销量很大，必须满
负荷生产才能供得上，产能将达到
日均18吨。”

谁的地谁来管

山东全面推行耕地保护“田长制”

搭好“返乡桥”，引来“归家燕”
宁阳让回乡创业人才引得回、留得住、发展好

>>惠民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项目调查（上）

共拣统配 赋能村站

解决快递“进村易运营难”，“货通天下”不远了
农村大众报记者 刘真真

崔寨村一电商家里，老人们正在忙着打包快递，当晚就能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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