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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日的清晨，阳光暖暖地洒在
了菜农李运动满载“武王红”西红
柿的小货车上。李运动一脚油门，
小货车开上新修的武王路，往东营
市区奔去。
  “自打村里修好了这条武王
路，村民出行可是方便多了。没修
新路以前，俺们村里往外运送农产
品，只能靠电动三轮子，一天运不
了几趟，颠簸导致的耗损还很高。
现在，小货车可以直接开到大棚门
口，再也不用担心西红柿运输问题
了。” 11 月 20 日，说起村路的变
化，东营市东营区六户镇武王村 2
组村民李运动幸福感满满。
  武王村外，平坦整洁的乡村道
路向远处延伸，道路两旁是一片片
规划整齐的良田和西红柿种植大
棚。依托这条新路，刚摘下的“武
王红”西红柿，不到两小时就能出
现在东营区市民的菜篮子里。

  眼下这条武王路，全长 1 . 3 公
里，直通东营城区主干道庐山路，

是武王村村民进棚劳作的必经路，
也 是 连 接 农 村 和 市 区 的 “ 黄 金

路”。但在过去，它却是村民眼中
的“麻烦路”。“以前，这就是条
泥巴路，雨天一腿泥，晴天一身
土，下地进棚非常不方便，更别提
把种好的西红柿往外运了。”村民
张长青说。
  “这种情况在今年得到了彻底
解决，新路好走了，游客也来了。
每到周末，东营市民都愿意带着孩
子来采摘西红柿。西红柿有了新销
路，收入也跟着提高了。”武王村
驻村第一书记王任达说。
  东营区“四好农村路”的建
设，进一步打通了物流配送的“最
后一公里”，让农产品出村、消费
品进村，更加畅快便捷。而快递
“坐上”开往各个村子的专车，来
到村民家中，则让越来越多的群众
享受到了网购的便利。
  据了解，东营区有城乡公交线
路 21 条、乡村线路公交站点 1481

处，日运行班次 479 个，全区行政
村通公交车率100% ，在全市率先实
施农村60 岁以上老人免费乘坐公交
车政策，村民享受到了“抬腿就上
公交”的便利。东营区史口镇油郭
村党支部书记崔晓红说：“新路修
到了家门口，眼下村民赶集、走亲
戚方便多了，就连村民家的小轿车
也明显看着多了。”
  农村公路既是城乡联系的纽
带，更是乡村产业振兴的基础。今
年，东营区高效推进“四好农村
路”建设，积极推动农村公路向进
村入户倾斜，列支专项资金 1 . 3 亿
元，累计修建 30 . 02 公里，改善农
村公路60 公里。完工后，全区乡道
将达到183 . 324 公里，三级以上公路
比例达63 . 2% ，比上年提高2 . 8% ，
逐步实现了从乡间小路到“畅、
洁、安、美、优 ” 产 业 大 道 的
升级。

“四好农村路”铺就城乡共融“快车道”
东营市东营区让农产品出村、游客进村更快更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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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营市东营区刚刚铺就的“四好农村路”。

  近年来，惠民县紧紧围绕“产
业强县”战略部署，按照“产业升
级、服务提档、引领发展、增收致
富”发展思路，通过政策扶持、龙
头带动、科技创新等措施，发挥蔬
菜、食用菌特色产业优势，全力保
障人民群众“菜篮子”安全。

发挥产业优势

以产业延链促乡村振兴

  积极推动规模化经营，引导品
牌化营销，全县现有瓜菜种植面积
50 万亩，年产量 168 万吨，位居滨
州市首位。充分发挥家庭示范农
场、农业合作社、县级以上农业龙头
企业的带头作用，打造更多的“两品
一标”农产品，拥有无公害农产品品
牌23个、绿色品牌20个、有机产品8
个及有机转换产品16个。
  坚持党建引领，探索实施“党

支部+合作社+农户”“党组织领办
合作社+公司”等模式，推进农村
基础设施网建设，打造品牌突出、
业态合理、效益显著、生态良好的
优势特色产业发展优势区，全县现
有食用菌栽培面积 950 万平方米，
年产量16 . 8 万吨，其中香菇面积占
总栽培面积的70% 以上，享有“山
东香菇生产第一县”的称号，惠民
香菇被中国食用菌协会评为“中国
好香菇”。成功创建了以食用菌、
花木为主导产业的省级现代农业产
业园，鑫诚农业、冠铭菌业、齐发
果蔬成功入选粤港澳大湾区“菜篮
子”生产基地。

发挥政策优势

以特色产业促高质量发展

  充分挖掘产业资源，因地制宜
打造“特色农业小镇”，构建“镇

有业、村有品”的发展格局。今年
以来，淄角镇成功入选国家级产业
强镇；麻店镇（西瓜）被农业农村
部评为2022 年全国乡村特色产业超
十亿元镇。
  当地先后争取到山东省现代农
业发展资金果菜项目、山东省高效
特色农业发展项目、山东省高效特
色农业扶持项目、农业农村部蔬菜
标准园创建项目、省农业农村厅农
技推广项目等。尤其是通过连续 4
年实施山东省现代农业发展资金果
菜项目，共争取扶持资金 1800 万
元，先后打造了占地 300 亩的惠民
春生食用菌科技园、占地 100 亩的
皂户李镇银虎标准化食用菌示范园
及占地 120 亩的胡集镇银耳标准化
生产基地。
  发挥品牌优势，以优质产品促
畅通循环。

  持续加大开发力度，成功打造
全省第一个县级区域品牌“惠民原
耕”。深入实施农业标准化示范工
程建设，扩大标准化生产基地规
模，大力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
园”创建活动，扶持和引导龙头企
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科技示范户
和家庭农场率先实行标准化生产，
实现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提升农
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目前，已成
功打造省级标准化生产基地 2 处、
市级基地 4 处，认定标准化生产基
地面积42 万亩。
  注重农产品初精深加工，重点
抓好农产品仓储保鲜设施、冷链运
输设备和专业市场、商贸物流建
设，适当发展精深加工，实现产业
提质增效。加大新型经营主体和新
型职业农民培育，针对农业劳动力
老龄化问题，进一步加大新型经营

主体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为产业
发展提供人力及技术支撑。

发挥农旅优势

以产业融合促经济发展

  加强特色产业与旅游业深度融
合，科学规划，突出特色，推动乡
村旅游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一
批田园综合体、特色小镇、美丽乡
村等农旅载体应运而生。
  大年陈镇在每年举办“桃花
节”“赛桃会”和沿黄马拉松比赛
等活动的基础上，拓宽生态观光产
业发展渠道，开展观花采摘、休闲
康养，全力打造沿黄生态高效蜜桃
十里观光长廊。鑫诚现代农业示范
园持续丰富和优化农旅融合内容，
建成集观光旅游、生态养老、温泉
养生、房车露营、智慧娱乐于一体
的省级田园综合体，打造惠民休闲
娱乐新地标，辐射周边景点，形成
集休闲、度假、体育、文化、娱乐
于一体的一点多线旅游资源，有力
带动了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农村大众报通讯员 路吉坤
       召 武 晓 燕

惠民县做强特色产业，促进县域发展

  近年来，临沭县曹庄镇坚持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
不上交”的基本原则，在为民服务
上下功夫、出实招，通过推行“网
格+调解”模式，构建起基层社会
治理的新格局，镇村民生服务水平
持续提升。
  该镇将辖区 13 个行政村细化
为 32 个基础网格，明确了 32 名网
格长和网格员，按照“居住相邻、
关系相近、方便服务”的原则，又
划分了若干微网格，将全镇户籍人
口4 . 8 万名群众全部纳入网格化管
理范围，构建了镇、工作区、基础
网 格、微 网 格 的 四 级 排 查 化 解
网格。
  网格员围绕信息采集、定期走
访、民意收集、矛盾化解、隐患排
查等职能开展工作，严格落实网格
员职责，做到村居发生突发事件必
须到、发生邻里矛盾纠纷必须到、
网格内群众有诉求第一时间必须
到。网格员还不定时入户走访，对
重点对象加大走访频次，及时掌握

困难居民生活情况、独居老人身体
情况、特殊人员思想情况，切实帮
助网格内独居老人、残疾人、留守
儿童解决实际困难。
  为强化源头治理，发挥“网格
+调解”优势，镇里要求各网格通
过“一日多巡”工作模式，积极摸
排矛盾纠纷，确保矛盾纠纷早发
现、早解决，防止小矛盾演变成大
问题。同时，联合人民调解员、派
出所民警、党员志愿者等开展面对
面宣传，大力宣传平安建设、疫情
防控、防溺水、防电信诈骗、防养
老诈骗等各类与群众日常生活密切
相关的防范知识，全力守护群众的
生命和财产安全。
  “网格+调解”治理模式的推
行，各网格内的人际关系更加和
谐，村民之间的关系更加融洽，全
镇的矛盾纠纷化解率大大提高，基
层社会治理成效逐步显现，群众的
幸福感、获得感不断增强。
  农村大众报通讯员 王 静
           王子通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

“网格+调解”做活基层治理大文章

小雪时节农事忙

  11 月 22 日，在邹平市黄山街道高标准农田建设区，大型喷灌机
械设备正在给麦田灌“冻水”，确保小麦安全过冬。 （张跃 摄）

  连日来，在蒙阴县常路镇台庄
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金银花种植基
地里，村民们正在抢抓节令，忙着
种植金银花。 
       （张纪增 摄）

   11 月 22 日，在聊城市茌平区
贾寨镇邢胡刘村，村民正在缺苗地
块补种小麦。  （赵玉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