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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青州讯 ( 通讯员孙
方凯) 今年，青州市庙子镇南
术店村的邱同福过了有生以来
最清闲的一个“三秋”。为
啥？他把自己的 3 亩地入了村
里刚刚成立的土地合作社，眼
瞅着 5 天时间社里就用大型农
机具把地全收完、种完了，从
而把他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一
下子解放出来，并且每年还能
得到每亩 800 元的土地入股分

红。说起这些，老邱乐呵呵地
说：“现在地不用种就有收
入，我还可以腾出工夫干点别
的。这办法真好！”

据介绍，南术店村共有
410 亩地，他们今秋把 323 亩
平洼地入了合作社，并投入
30 万元购进了一整套现代化
农机具，通过公司化经营方式
耕种土地，十几个人就能把生
产搞得井井有条。村里还筹集

资金 300 多万元，建起了一个
大型养猪场，并在村西滩涂上
垫了大量土地，通过租赁换取
稳定收入补贴农业生产，确保
支付农民土地的入股分红。

青州市立足于方便生
产，提高收入，解放农村劳
动力，积极稳妥地推进土地流
转。今年，由财政投资 200 多
万元，在市里和六个镇、街道
设立了七个土地流转服务中

心，实现了土地流转信息发
布、流转交易、合同订立、鉴
证归档的一条龙服务，并拿出
50 万元，采取以奖代补的形
式组建了 15 家土地合作社。
仅今年以来，土地流转服务中
心就收集、发布土地供应信息
10 8 0 条，土地流转面积超过
5000 亩。

目前，全市先后成片流转
土地及荒山 1 5 0 片， 1 0 . 1 3

万亩，涉及村庄 484 个，农户
2 . 1 万户，范围涵盖荒山开发
绿化、花卉苗木基地建设、畜
牧养殖等领域，促进了农村经
济的蓬勃发展。

黄楼镇立足于花卉规模
化种植，积极通过土地流转
促进土地向花卉种植大户、
企业集中。目前，全镇先后
流转土地 1 . 6 5 万亩，从而
催生出花卉大户 1600 多户，

花卉企业 100 多家，进一步叫
响了江北最大花卉市场的名
头。

为保证土地流转的顺利进
行，青州还投资 50 多万元，
在全市建立了上下贯通的土地
承包纠纷调解仲裁网络，成立
了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委员
会，设立了 100 多平方米的高
标准仲裁庭，确保了土地流转
的顺利进行。

本报惠民讯 ( 通讯员耿军) “现在买
肥料，只要打一个电话，不到十分钟就
到，质量又有保证。供肥‘ 1 1 0 ’真方
便。”近日，惠民县沙窝村的种粮大户王
相和，正在为购买化肥发愁，听说这个县
惠兴农资连锁超市开展了农资配送业务，
便试着给他们拨了一个电话，不到半个小
时，农资配送车就来到了地头。

在惠民县，像惠兴这样的农资超市还
有十几家，他们与国内的大型农资生产厂
家挂钩，通过自己的网络直接将产品送到
群众家门口，既减少了中间环节，降低了
农民开支，又杜绝了假冒伪劣农资坑农害
农现象的发生。在配送农资产品的同时，
他们还通过培训当地技术人员、发放科技
明白纸等形式，指导农民科学种田，从而
实现了信息、产品与农民的快速对接。秋
种以来，该县各农资超市已为群众配送化
肥 20 多万吨。

本报高密讯 ( 通讯员敦福 廿连全) 10
月 20 日，高密市阚家镇经营管理站为庄家
村的张新福、张佃明办理了土地流转合同。
据站长刘兆刚介绍，目前，全镇共有 1322
个农户的 5721 亩耕地找到了新“婆家”。

阚家镇是高密市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
转机制和建立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试点镇。
该镇的土地流转主要有互换、转包、出租等
形式。镇村干部针对部分农户地块零散分
布、不利于规模化生产、种植效益低的现
状，引导他们在自愿的基础上互换地块。经
管站指导他们签订合同，实现了种植地块的
相对集中。还有部分农户为安心外出务工或
发展二、三产业，将土地移交给村委会，由
村委会统一发布土地转让信息，依法帮其进
行土地转包。

本报北川 10 月 23 日讯 ( 记者单体敏)
为了满足重建需要，近日由我省投资的北川
羌族自治县擂鼓镇北川页岩砖厂建设已全面
启动。
据了解，北川羌族自治县重建任务艰巨，用
砖时间集中，当地几个砖厂规模小，所需的
建材砖也不适合长期运输，不能满足重建需
要。为了满足重建需要，平抑物价，我省决
定利用当地多岩石的优势，就地取材，建设
北川页岩砖厂。据悉，该砖厂投资 3 0 0 0
万，占地 40 亩，投产后可年产页岩砖 6000
万块。

10 月 16 日，在博
兴县城东街道办事处
顾家村，村民阎英(中)
正在通过视频在互联
网上销售以“老粗布”
为衣料做成的现代服
装。

在博兴县城东街
道顾家村，农民抓住现
代人环保、绿色、健康
的消费理念，做大拉长
传统老粗布产业链，在
出售手织老粗布的同
时，让老粗布与现代时
尚相结合，把老粗布裁
制成各式衬衣、睡衣、
布裙、吊带裙等，还将
“老粗布”裁制成具有
现代时尚感的床单、靠
垫等各种家居用品，深
受市场欢迎，全村因此
人均增收 5000 多元。
(陈彬 李鹏 摄)

新华社济南 10 月 23 日电 记
者从山东省财政厅获悉，山东省近
日紧急拨付 3000 万元财政资金，
对重点地区特别困难奶农给予临时
救助。
“问题奶粉事件”发生后，山东

一些地方出现生鲜奶停收限收、奶
农倒奶现象，严重影响了奶业发展，
并给奶农造成重大损失。

根据山东省财政厅、山东省畜
牧兽医局制定出台的政策，山东对
各市、县确定的重点地区范围内的
特别困难奶农，省级以上财政按照
产奶奶牛每天 10 元、平均 10 天标
准计算，给予一次性饲料成本补贴。
各市、县可结合当地实际和已出台
的补贴政策，具体确定补贴天数。

目前，山东有关市、县财政、畜
牧部门正在进一步核实奶农倒奶损
失和困难情况，逐户确定补贴额度，
并将在张榜公示无异议后，尽快将
补贴资金发放到奶农手中。

本报济南 10 月 23 日讯 今天
下午，“山东精神·山东人”大型报道
活动暨“新时期山东形象大使”颁奖
典礼在新闻大厦举行。王乐义、刘春
红、许振超、张建启、张海迪、张瑞
敏、欧阳中石、季羡林、徐本禹、谭旭
光等 10 人被评为“新时期山东形象
大使”。

1 9 7 8 年我 8 岁，刚上小学二
年级。家里打油用的是葫芦大小的
瓦罐，生产队里每年中秋节和春节
前，两次按人口和工分折算分油。
我家五口人，每次分不到五斤油，
一个瓦罐就够了。五口人一年七八
斤油，母亲总是拿着当香油吃。吃
咸菜疙瘩时，用筷子在瓦罐里蘸一
下，往碗里嘀嗒几滴明油。只是在
来客人或过节时，才用小油勺舀点
油炒菜。平常，村里很少闻到油香
味儿，谁家烟囱里冒出香味，不用
去看，就知道谁家准来客人了。曾
记得，父亲给我出了个谜语：黑鬼
黑鬼，靠墙没腿( 打一农家日常用

具) 。我一下子就想到了家里多年
用的那只油瓦罐，立马给出答案：
“油罐子”。父亲夸我聪明。

198 4 年，我上初中，家里粮满
囤，棉花种了六七亩。把棉花卖给棉
厂里，棉厂先给一部分钱，再根据售
棉量折算出应得的棉籽油分到户。
这时候，我家用了多年的油瓦罐成
了古董。父亲特地买了油缸盛油。有
一年，我家两个油缸都满满的，足有
上百公斤。母亲炒菜的油勺也换成
了大勺，隔三差五就会炸油条。我上
高中时，二嫂怕我吃集体食堂缺油
水，特意给我买了 2 . 5 公升的塑料
油桶，把油熬熟装满了，给我送到学

校，叮嘱我往打出来的菜里多加油。
每次我还没吃完一桶，嫂子又送来
了。

199 7 年的时候，我回乡下老
家，家里的油缸也下岗了。嫂子
说，棉籽油没脱毒，现在家家用油
都到专门的粮油店里买合格的卫
生油，什么大豆油、色拉油，每次
用塑料桶打上 1 0 公斤，现吃现
用，新鲜卫生，逢年过节要吃更高
级的花生油，营养保健。嫂子家的
塑料油桶有好几只，分门别类，轮
换着吃轮换着用。

这几年，我们一家三口星期天
回老家看老母亲时，嫂子家改吃成

桶的名牌食用油了，一桶油吃完了，
把油桶卖了，再到超市里买新的。她
说：“现在丰衣足食有钱花，要吃就
得吃健康吃营养！”村里的农家超市
里就有好几个品牌的花生油、葵花
籽油、调和油。为了少吃油，吃好油，
嫂子家还用上了控油壶，几口人每
天吃多少油，定量取用。农家院里再
也不见油瓦罐和油缸。

现在，我给读小学的儿子提起
父亲给我猜的那个谜语时，儿子怎
么也猜不出来。

本报通讯员 陈金山

我是新泰市青云街道邮局的邮
递员，我叫王成团。我负责包括尹家
庄村在内的十几个村庄的报刊征订
和投送。这其中，最让我省劲的就是
《农村大众》的订阅了，很多受益的
村民都成了编外邮递员，主动帮着
我动员村民订阅《农村大众》。比如
青云街道尹家庄村的尹燕刚，他从
2005 年开始自费订阅《农村大众》，
觉得《农村大众》耐读、有用，所以现
在不仅自己订阅，还积极动员邻居
订阅，现在他们村已经订阅了 2 0
份。他们从报纸上获得了很多致富

信息，学到了不少养殖技术，如今大
伙都富起来了，所以《农村大众》特
别抢手。
《农村大众》的知识比较全面，

上面有国内外新闻、法律、民间小药
方、“三农政策”、兽医兽药、饲料天
地、养殖技术等栏目，老百姓一看就
明白。尹燕刚养鸽子的邻居、种葡萄
的乡亲经常到他家来看报纸，上面
能找到春天、夏天打什么药，打药比
例、时间，都很详细，久而久之就成
了《农村大众》的订户。养鸽专业户
尹燕晓谈起《农村大众》心里特高

兴，他说：“我养了 260 对‘白玉王’
鸽子，经济效益不错，收益可观，就
是学习的《农村大众》科学防疫、科
学喂养，《农村大众》确实成了农村
的百科全书。”

本报记者 王德贞
本报通讯员 杨静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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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万户农民轻松当“社员”

惠民供肥“110”送货上门

5721 亩土地有了新“婆家”

北川页岩砖厂建设全面启动

传统老粗布变身时尚衣

村民都愿订农村大众报

“油鬼”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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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大使评选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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