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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10 日上午，临沂市兰山区
李官镇高店子村村东的山岭上，刚
浇过的麦苗正在返青。“你看这麦
子长得多好。”该村70 岁村民程正
亮说。同一天上午，李官镇元沂村
村民庄元思正在自家桃园里忙着。
他的60 亩桃树，都是2020 年以来嫁
接的新品种。
  高店子村村东山岭上的麦田和
庄元思的新品种桃树，都源于李官
镇自 2 0 2 0 年以来实施的一项工
程——— 残次林改造。
  李官镇农业办公室主任张敬涛
说，桃是李官镇的重要农业产业，
但这一产业发展到现在，出现了一
个较大的问题，那就是桃树老化。

“桃树的寿命是20 年，到了这一年龄
桃树就老了，结的桃难看不说，品质
也下降。”他说，“李官镇的一部分桃
树是20 世纪90 年代栽下的。”
  “老桃树结出的桃子一斤才卖
三四毛钱。”李官镇黄金桃种植协
会会长张敬连说，“老桃树病虫害
严重，尤其是流胶病、根腐病和蚧
壳虫害。”

  李官镇宣传委员周博说，这次
残次林改造，指的就是改造老桃树
林。农民想继续种桃的，可以将还
没到龄的老品种嫁接成新品种，或
者栽新桃树。不管是嫁接还是栽新
树，都要花钱，而且前几年没产量
或产量低，因此发展一亩新品种桃
树，政府补贴1 . 44 万元。不想继续
种桃的，政府采用招标的办法请工

程队用大型机械把农民的老桃树挖
掉，再深挖深翻改造成粮田，改造
过程中，农民不用出一分钱。
  高店子村在残次林改造中，把
老桃园变成了粮田，足足有 5 0 0
多亩。
  “不管是改造成新品种桃树，
还是改造成粮田，我们的目的是让
土地实现本来该有的产出。”周博

说，“桃树老了，还占着地，土地
就没法实现该有产出。”
  高店子村是个丘陵山地村，全
村 1000 多口人，除了桃园，只有
500 多亩粮田。通过残次林改造，
全村的粮田面积增长了一倍。“党
和政府干了件大好事！”高店子村
村民程正良说，“桃树老了，不如
刨掉种粮。可让老百姓自己改造，

一亩地上万元的改造费用还真承担
不起。”
  庄元思2020 年嫁接的新品种桃
树，2021 年有10 亩桃园开始结果，
新品种桃市场价六七元一斤。“从
今年开始，我这50 亩桃园，一亩地
一 年 纯 收 入 1 万 元 有 把 握 。 ”
他说。
  张敬涛说，残次林改造让李官
镇6500 亩严重老龄的桃树所占用的
土地实现了该有的产出，其中3000
亩变成了新品种桃园，3500 亩变成
了粮田。“李官镇的小麦播种面
积， 2020 年以前常年稳定在 1 . 8 万
亩，现在达到了 2 . 1 5 万亩。”
他说。
  新改造出来的土地种植小麦和
玉米。丘陵山地，产量赶不上平原
地区，但通过深挖深翻，土层薄的
地块采用拉土改造的办法，这些耕
地也都成了丰产田。张敬涛说，
2021 年，这3500 亩地平均亩产小麦
700 斤，平均亩产玉米1000 斤。
   农村大众报记者 孙成民
   通讯员 孙 磊 李博文

让土地实现该有的产出

33550000亩老龄桃园变粮田

老桃园改造的良田小麦长得郁郁葱葱。 这是2020 年嫁接的新品种桃树。

  阳春三月，万物复苏。走进阳
谷县十五里园镇肖店村，随处可见
平整后的土地，一股新翻的泥土气
息迎面扑来。阳谷县委选派“第一
书记”肖明磊与肖店村党支部成员
正带领村民在空地上栽种杏树，一
排排树苗在春风中轻轻摇摆。
  “就在 5 个月前，村里脏乱差
现象还非常突出，房前屋后杂树丛
生。自打肖书记来了以后，带着我
们集中开展人居环境整治，从根上
解决了村里脏乱差的难题。”肖店
村党支部书记马海英说。 
  这几年，肖店村紧跟十五里园
镇党委步伐，人居环境整治从未间
断，但在整治过程中，空闲宅基、
残垣断壁、房前屋后的杂树，始终
困扰着村党支部。自2021 年 10 月份
驻村以来，“第一书记”肖明磊做
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彻底改变肖店
村的脏乱差。
  改变村庄环境是系统工程，首

先要做好前期规划，既要改变现
状，又要利于长远。为此，肖店村
党支部组织成立了乡村振兴领导小
组，由肖明磊任组长。前期，肖明
磊采取走访、座谈等多种形式，短

短一个月时间，先后召开支委会、
全体党员会、群众代表会多达十几
次，并组织60 余名村民代表到周边
先进村参观学习。
  通过学习，群众观念活了，大

家同意将房前屋后的树木和空闲宅
基地由村集体进行统一整合。村民
迅速行动，仅用20 天时间，就清理
空闲宅基地、残垣断壁40 余处，并
对清理后的地块进行平整，达到耕
种条件。 
  土地平整是起步，如何盘活利
用是关键。在十五里园镇党委的引
导下，采取“村党支部+合作社+农
户”的形式，由村党支部领办合作
社与农户签订宅基地入股协议，对
清理后的地块进行科学规划和布
局，统一打造“花园+经济树木”
的种植模式，在不改变村庄现有布
局的基础上，力争形成“花开朵朵
香满村，果实累累压枝头，房前屋
后是花园”的美丽乡村景象。
  肖明磊说：“我们按照谁家宅
基仍然归谁家所有的原则，以宅基
地入股方式，纳入村集体统一管理
使 用 ， 产 生 效 益 后 ， 按 照 农 户
80% 、村集体 20% 的比例进行分

红。这样，既实现了环境美化，又
实现了农户与村集体双增收，同时
为下一步民俗休闲游奠定基础。”
如今，肖店村60 余亩空闲地上共栽
种杏树、梨树1000 余棵。
  目前，肖店村脏乱差问题已基
本解决，按照计划，肖明磊又带领
村班子开始着手对村庄进行美化，
包括对村内墙体进行统一粉刷，绘
制农耕文明墙体画。同时，村里还
计划将散落各处的石磙、石磨、碓
臼等传统农具搜集起来，着力打造
传统民俗风物一条街，在美化环境
的同时，也给村庄增添几许“乡村
记忆”。
  “肖书记现在简直成了民俗物
件收藏者，四处打听搜集传统农
具，还经常到周边村里转悠，跟寻
宝似的。”肖店村党支部委员肖道
祥半开玩笑地说。 
  “实现美丽乡村不是一朝一夕
的事，从现在起就要一点一滴地打
基础。”肖明磊说，“肖店村的美
丽乡村梦才刚刚开始，接下来，我
会和村党支部成员一起，紧紧围绕
打造‘民俗旅游杏花村’的发展思
路，实现村民富裕、村集体经济壮
大、村庄美丽富饶的目标。”
  农村大众报通讯员 刘怀宇
           商 贺

整治村居环境，栽下经济林木，打造民俗一条街

肖店村旧貌换新颜

  3 月 7 日上午，在昌乐县红河
镇便民服务中心，根据事先预
约，办事群众有序地在“下沉窗
口”前提交材料，工作人员经过
认真审核，当即为他们办理了相
关业务。
  “我本来想找个时间到县城大
厅办理林木采伐证，正好前两天听
说有这个活动，我就接着预约了。
今天带着材料过来，工作人员接着
给我办完了，省得再去城里办，
真是太方便了。”红河镇东古疃
村村民朱先生高兴地说。
  为解决南部乡镇群众办事
“往返跑”“多次跑”等难点，

昌乐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开通“便
民直通车”，在深入调研、充分
论证的基础上，筛选确定了首批
审批权限在县级、基层办理量较
大的 22 件事项，并抽调业务能力
强、服务水平高的人员组成“流
动政务服务工作队”，到各镇便
民服务中心为基层群众集中办理
相关业务，切实打通服务群众
“最后一公里”。
  “我们提前在微信公众号发
布了信息，将下沉的办理事项和
服务内容通知到各村。今天我们
组织业务科长到红河镇便民服务
中心现场办理林木采伐证 10 个、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6个，提供政
策咨询服务 20 余次，得到了办事
群众的一致好评。”昌乐县行政
审批服务局副局长宫晓亮表示。
  据介绍，昌乐县行政审批服
务局将深入推进政务服务便民化
建设，聚焦群众诉求，持续推动
高频政务服务事项进镇街的频率
和次数，力争实现“群众不出
镇，能办所有事”的目标，真正
打 通 服 务 群 众 的 “ 最 后 一 公
里”，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
满意度。
 农村大众报通讯员 马 鑫
          王旭琨

肖明磊（右一）带领村民在闲置土地上栽种杏树。

昌乐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打造“服务下沉”新模式

“便民直通车”真便民   屈茂会是曲阜市石门山镇屈家
村的村民。眼下，在他家房前屋后
的犄角旮旯，可以看到杏树、石
榴、柿 子 等 树 苗 将 要 发 新 芽 吐
新绿。
  “今年春节刚过，村干部就在
村里宣传，号召大家利用房前屋后
闲置土地栽种果树苗，我觉得这主
意挺不错，就同意了。 2 月底，村
干部就给送来了免费果树苗，我赶
快种下了。”屈茂会说，“每次出
门 我 都 会 第 一 时 间 查 看 树 苗 长
势。”
  送果苗到农家，屈茂会只是其
中的一户。“只要不种在田地菜园
里，房前屋后具备种植条件的，都
免费提供果树苗。”屈家村党支部

书记孔凡利是负责此次果树苗进村
活动的倡议者和具体实施者。他
说：“村集体出资购买果树苗，无
偿提供给村民栽植，前 3 个月先由
村里统一进行日常管护，后期村民
自行照看，村里负责指导和抽查果
树苗的生长状况，村民只要管护得
好，就可以享受果树的绝对收益
权。”
  屈家村有村民 400 余户。自今
年果树苗进村以来，村集体共花费
6000 余元，购买红荷苞杏树、冰糖
石榴、牛心柿子等果树苗 90 0 余
株，全村近 300 户有种植条件的村
民都种上了免费果树苗。
  农村大众报通讯员 刘新红
           谷思维

房前屋后种上免费果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