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2月6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霍丽娜

电话:(0536)8789199 Email:dzrbwfxw@126 .com区域20

□ 本报记者 宋学宝
本报通讯员 于志君 李盈萱

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区情，给寒亭区新型城镇
化建设增添了不少难题。在潍坊市提升市区的背
景下，该区以“城乡一体化、全域城市化”的战略
部署，推动“惠农”举措落地，让农村居民过上与
城里人一样的幸福生活。

农业产业化———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这批西瓜我们格外用心，它们代表的可不只
是我们郭牌，而是中国西瓜这个‘大品牌’。”1月26
日上午，在寒亭区郭牌农业合作社大棚内，正在查
看西瓜长势的合作社负责人由守昌对记者说。

由于出口手续繁琐，郭牌西瓜错过了去年的
出口最佳期，但今年的出口手续已经全部办理完
成，只等西瓜成熟就登陆韩国市场。“去年刚上市
的时候卖到16元一斤，最便宜的时候也得10元左
右，今年价格应该跟去年差不多，出口后还会翻几
倍，估计一个西瓜能卖到二三百元。”由守昌说。

好的品质提升了品牌价值，好的品牌展示了
创收力量。“一个西瓜大棚一年的销售额3万元左
右，我今年种了16个棚，感觉生活很有奔头。”郭

牌农业合作社社员郭文霞说。
除了郭牌西瓜，寒亭区固堤街道境内北海路

两侧还分布着志军果业、邢记农业等十几个农业
品牌，这里正是寒亭区打造的万亩固堤西瓜农业
园区的核心区域。据悉，这个区按照“一村一品、
一乡一业”的思路重点打造了潍县萝卜、固堤西
瓜、高里甜瓜、开元苹果以及寒亭花卉五个“万字
号”特色农业产业园，以此为基础的寒亭区中国
食品谷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在2013年底升级为
国字号。

借力中国食品谷核心区建设，寒亭区加快
一、二、三产业融合步伐，将全区所有品牌农产品
都纳入到核心区覆盖范围。“中国食品谷核心区
将容纳寒亭全区及潍坊市大部分农产品的销售、
研发、加工、物流等环节。”中国食品谷项目办综
合协调组负责人万庆伟说。

农民职业化———

培育更多的“新农人”

城镇化的推进及农村老龄化的加剧，将“未
来谁来种地”的问题提上日程。寒亭区希望扶持
培育更多的“新农人”，并以此推动农业产业化向
纵深发展。

从公司到农场，寒亭区开轩庄园负责人孙传

德实现了由工人到职业农民的身份转变。2011
年，在国家政策扶持和区里指导下，孙传德通过
土地流转打造了600亩规模的开轩庄园，目前庄
园已建立起一套“生产、销售、推广、服务一条龙”
的产业模式，蝴蝶兰、葡萄、萝卜、西瓜等特色农
产品受到消费者青睐。如今，寒亭区90%以上、潍
坊市几乎一半的蝴蝶兰都源于开轩庄园。

这位“新农人”并不满足于此，“我现在想做
的不仅是产品，还想在传承发展特色农产品的同
时给市民尤其是孩子们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绿
色庄园。”孙传德说。

然而，像孙传德一样的“新农人”在寒亭数量
并不算多，“农业技术的缺乏阻碍着农民的职业
化进程，‘怎么种、如何管、往哪儿销’，这些问题
都是农民在职业化过程中面临的难题。”寒亭区
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校长郑玉华说。

寒亭区也在试图破解这一困境。去年，这个
区启动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训项目，开展了5期培
训班，培育学员600余人，并依托潍坊市俊清蔬果
专业合作社等，建成了三家学员实训基地，越来
越多的掌握不同农业技术的生产能手涌现出来。

农村社区化———

提升农民生活品质

三室两厅100多平米，水电气配套完善，各种
公共服务近在咫尺……寒亭区寒亭街道叶家庄
子村民徐春美的新房子成了她“炫耀”的资本。

“村改居”完成后，叶家庄子村的各项配套设
施也逐步完善，商业网点、社区卫生室、农村社区
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等相继投用。最让徐春美感
到“骄傲”的是去年建成的叶家庄子社区综合性文
化服务中心。“文化服务中心的设施很全，我喜欢
在广场上跳广场舞，俺儿子喜欢打球，俺当家的喜
欢下棋，一家人的要求都满足了。”徐春美说。

不仅如此，叶家庄子村社区化后，村民的土
地也实现了流转增值，“我家的地都租出去了，一
年光租金就有一万多块钱，不比我自己种地赚的
少。而且我现在在村东边的蔬菜基地上班，每月
还有2800块钱的工资。”徐春美说。

徐春美的幸福生活不是个案，在寒亭农
村，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过上了像她一样的
“城市生活”。

根据寒亭区新型城镇化规划，这个区59处布
局合理、功能完善、居住条件较优的农村都将实
现社区化，而这些规划点都处在农业产业化发展
的覆盖范围内，农民可以选择职业化之路，也可
以“脱地不脱产”。更为重要的是，农村社区化加
速了教育、医疗卫生、文体娱乐、社会服务等公共
资源、公共服务及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覆盖，提
升了农村居民的生活品质。

寒亭区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农民职业化与农村社区化一体发展———

农民：鼓了腰包 换了活法

□ 本报记者 都镇强 宋学宝
本报通讯员 高伟仁 郝际文

营丘镇是昌乐县远近闻名的草莓之乡，现
有草莓种植面积2万亩，年生产加工草莓1 . 5万
吨。这里的草莓基地每到节假日就会吸引大批
市民前来采摘、休闲，让农家获得可观的收
入。随着当地冷储、加工等产业的兴起，这里
的草莓还在非时令季节出现在欧洲人的餐桌
上。

一颗草莓经过采摘、加工、出口等环节便
身价倍涨。目前，包括草莓种植在内，昌乐县
鼓励农户搞多种经营，推动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让“第六产业”成为了当地农民新的
增长点。

1月29日，在昌乐县宝都街道蔡辛村的沃泰
种苗现代科技园区，一处正在建设的占地30余
亩的智能大棚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别小瞧我
们这30多亩的现代农业园区，它的技术含量和
附加值相当高。”在园区建设现场，蔡辛村党
支部书记刘庆介绍，这是他们与北京顶益农业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合作新建的高端、智能农业
科技项目，总投资1500万元，规划面积2万平方
米，主要建设智能育苗温室、新品种新技术试
验区、品牌瓜菜生产区和展览展示区等4个功能
区，集科技研发、瓜菜育苗、高端蔬菜种植、
旅游观光和生产配送于一体。

蔡辛村是个传统的蔬菜种植村，近几年大
力发展“绿色农业”，已认证南瓜、西瓜、茄
子、辣椒4个绿色农产品。但是，他们生产的农

产品优质却不优价，像村里生产的“迷你小南
瓜”，在田间地头的价格是一个3元钱，除去投
入的各项成本，产品利润甚微。而通过和大企
业进行合作，把产业链等现代产业组织方式引
入农业，产品再通过“农社对接”模式，以自
主品牌进入高端市场，身价就会倍增。如今，
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该村生产的“迷你小
南瓜”，每个价格8元左右，利润一下子翻了一
番。另外，园区还通过发展农家休闲游，不仅
使游客得到田园之乐，也可让农家获得可观的
收入。

“不是所有的农产品都能像‘迷你小南
瓜’这样卖得上价。”昌乐县农业局副局长付
天成说，昌乐人多地少，只有推动农业和二、
三产业深度融合，大力发展“第六产业”，才
能实现农业产出效益的最大化，确保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

据付天成介绍，近年来，昌乐县积极把产
业链、价值链等现代产业组织方式引入农业，
大力发展贮藏、保鲜、包装、运销等农业配套
产业，促进了一、二、三产业融合互动，让农
民更多地分享二、三产业利润。

记者了解到，昌乐发展“第六产业”也有
得天独厚的条件：动植物种养品种繁多，有原
料基础；加工业已具备一定规模，有上游产业
支撑；交通条件便利，物流成本较低。截至
2014年底，昌乐标准化农业园区已有52处，农
业标准化生产基地达到36万亩，市级以上畜牧
示范园区发展到43家，有机、绿色、无公害农
产品品牌达到249个，各类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达1963家。
“第六产业”正在成为昌乐县农民撬动

二、三产业利润的加速器。昌乐县乔官镇姬家
庄地处古火山群，由于当地龙头企业的带动，
几年前村里流转土地成立了火山农业示范园，
由于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独特的地理位置，这里
产出的“火山小米”含有丰富的钙、铁、锌、
硒等微量元素，已经成为姬家庄和周边几个村
的招牌产品。去年中秋节前夕小米刚刚收获
时，每公斤只能卖到5元，而后来经过精致包装
的“火山小米”，却卖到了每公斤15元。

目前，昌乐县“第六产业”吸引了众多农
业企业加入。记者了解到，潍坊海新瑞成有限
公司投资3亿元依托昌乐黑山，发展荒山绿化和
生态农业种植，打造集休闲、种植、养生于一
体的生态休闲庄园。下一步，该公司还计划在
昌乐黑山生态园栽植核桃、山楂、苹果、葡
萄、黑松、雪松等经济、景观苗木的基础上，
依托该区域丰富的火山灰资源，大力种植高品
质火山小米、绿豆、花生、地瓜等各类杂粮，
实现生态、旅游、休闲多种功能。

20世纪90年代，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
农业专家今村奈良臣，针对日本农业面临的发

展窘境，首先提出了“第六产业”的概念。就
是通过鼓励农户搞多种经营，即不仅种植农作
物(第一产业)，而且从事农产品加工(第二产业)
与销售农产品及其加工产品(第三产业)，以获得
更多的增值价值，为农业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开
辟光明前景。因为按行业分类，农林水产业属于
第一产业，加工制造业则是第二产业，销售、服务
等为第三产业。“1+2+3”等于6，“1×2×3”
也等于6。这就是“第六产业”的内涵。

发展“第六产业”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振兴
农业农村，改变农业发展前景，所以要坚持以
农业为主体；基本做法是通过一、二、三产业
的相互融合，提升农产品附加值，提高农民收
入；基本趋势是让第二、第三产业附着其上，
逐步使原本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变身为综合产
业。可以说，“第六产业”是发展现代农业的
真谛。

“第六产业”找到了现代农业的真谛，与
我国农业产业化企业的发展目的和目标不谋而
合。

要实现农业的现代化，仅靠上游投资和建
设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大力培育能够释放农业
资源、推动农业增值的产品，形成贯通种养、
加工和营销的大产业链条。从产业链条的角度
看，农业的最终落脚点是食品，因此，没有先进的
食品产业，就没有现代的农林牧渔业，让食品行
业成为农业产业升级的发动机和火车头。“第六
产业”是大农业大食品的概念，是从田间到餐桌
的大贯通大整合，代表着农业产业化企业未来先
进的发展方向。

昌乐引导农业由生产导向变消费导向，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第六产业”助推农业现代化

□记者 张鹏
通讯员 周显江 报道
本报诸城讯 1月31日上午，诸城市皇华镇

下河村的冯家忠和女儿冯妍妍一起来到诸城市公
安局皇华派出所综合警务大厅，从户籍民警张波
手中领到了冯妍妍的身份证。而此时，冯妍妍已
是“黑户”25年。

据了解，冯家忠和妻子刘某于1988年登记结
婚，1989年9月27日生育女儿冯妍妍。为谋生
计，1990年8月，冯家忠带领妻女去了吉林省打
工。在打工期间，冯家忠妻子刘某因精神失常走
失，冯家忠多方寻找未果，于1996年8月带着女
儿冯妍妍回到了诸城市皇华镇老家。

“冯妍妍出生还不满一周岁就被父母带到吉
林省打工，并且因为没有出生证明，不符合落户
条件，回村后冯家忠常年在外捡拾废品，一直未
给女儿落户。”张波介绍说，没有户口，给冯妍
妍带来了很多困难，合作医疗不能办理，农村低
保也无法申请。据冯家忠介绍，自己靠捡废品谋
生，而女儿也患有精神疾病，每月仅吃药就要花
1000多元。

得知这一情况后，张波立即将此事向诸城市
公安局户政部门进行了汇报。皇华派出所开辟绿
色通道，开展了大量调查核实工作，先后多次对
冯家忠的邻居、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冯妍妍曾
就读的学校进行走访，证实冯妍妍身份，并为父
女俩免费作了DNA亲子鉴定。

皇华派出所整理材料后立即进行了公示，然
后报诸城市公安局户政部门审批。户政部门受理
后，很快为冯妍妍核实审批材料，办好了户口。
户籍民警又立即为冯妍妍拍摄了身份证照片，及
时上传到省公安厅身份证系统。1月30日下午，
冯妍妍的身份证制好后，张波通知冯家忠父女前
来领取。

冯家忠介绍说，因为有了户口，现在冯妍妍
已入了2015年农村合作医疗，社区还为其办理了
农村低保户申请。

“黑户”25年

冯妍妍终圆户口梦

□记者 都镇强
通讯员 王鲁兵 报道
本报昌邑讯 近日，全省17个县（市、

区）获评“全省生态文明乡村建设工作先进
县”，昌邑市榜上有名，成为潍坊市唯一获此
殊荣的县市区。

近年来，昌邑市大力加强生态文明乡村建
设，以改善农村环境面貌为切入点，以开展农
村“三大堆”集中清理、违法建筑集中拆除两
个“百日会战”为抓手，开展以净化、硬化、
绿化、美化、亮化为重点的村容村貌集中整
治，加快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向高质提升、向纵
深拓展，有力地促进了新农村建设。

在生态文明乡村建设中，昌邑市还充分利
用绿色这一重要“元素”，发挥“中国北方绿
化苗木基地”的引领带动作用，不断完善村庄
绿化规划，加快农田网格绿化、荒地成片绿
化、公路干线绿化、村内街巷绿化、农户庭院
绿化和村庄花园建设，进一步提高村庄绿量，
实现“村在林中、家在绿中、人在园中”的目
标。

昌邑获评

全省生态文明乡村

建设工作先进县

□记者 郑颖雪 报道
本报青州讯 记者从青州市有关部门获

悉，1月29日，好客山东文旅融合产业创新峰
会暨2014山东旅游金榜品牌推选活动颁奖盛典
在济南举行，青州市在众多候选单位中脱颖而
出，荣获4项大奖，是潍坊市获奖数量最多的
县市区，在全省位居前列。

在此次评选中，青州市荣获2014好客山东
全域旅游示范县称号。青州古城荣获2014好客
山东十佳特色旅游品牌，知名旅游大V“游青
州，逛古城”活动荣获2014好客山东旅游新媒体
营销创新典型，青州仰天山国家森林公园荣获
2014好客山东最佳主题旅游景区（度假区）。

2014年以来，青州市深入实施“旅游立
市”发展战略，加快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整合
古城、生态、花卉、乡村等资源，推动全域旅
游发展，青州旅游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全面提
升。

青州获

山东旅游金榜品牌

推选活动4项大奖

□宋学宝 广军 明志 报道
1月22日，沂山出现雾凇奇观，玉树琼枝玲珑剔透，如诗如画。沂山是潍坊首家国家5A级旅游景区，去年临朐东镇沂山祭仪成功入选

第4批国家级非遗名录。

第六产业

□记者 郑颖雪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记者从潍坊市农业执法监察

大队了解到，为保障春节期间广大消费者“舌
尖上的安全”，2014年12月以来，潍坊市农业
局组织执法力量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烟剂和保
鲜剂的专项整治活动，对辖区内农药生产企
业、农药批发市场、乡镇经销门店、标准化基
地及认证产品生产企业等进行了全面检查。

在冬季蔬菜生产和苹果储存保鲜季节，烟
剂和保鲜剂使用量明显增加。活动中，对标称
烟剂产品的，重点检查是否取得农药登记证、
是否假冒农药登记证号、标签与农药登记核准
内容是否相符、产品中是否违规添加隐性成分
特别是禁限用高毒农药成分。对标称苹果保鲜
剂的，重点检查产品是否取得农药登记证及标
签与登记核准内容是否相符。

此次活动重点检查了青州、寿光、昌乐、
寒亭等县市区高温大棚比较集中的种植区域，
并对涉嫌违规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立案查处。这
次检查共抽检烟剂产品35个，已送省农药检定
所检测，待检测结果出来后，将对不合格烟剂
产品经营单位依法进行严厉处罚，对不符合要
求的产品不予告知公示，严禁此类产品进入农
药市场，从经营源头上强化对烟剂和保鲜剂产
品的监管。

烟剂和保鲜剂

专项整治活动开展

□记者 都镇强
通讯员 徐强 冯敬敬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近日，潍坊滨海区的潍坊铭

鼎马术俱乐部入选省级畜牧旅游示范区。截至
目前，潍坊市共有8家企业被评为省级畜牧旅
游示范区。

据了解，畜牧旅游业是以现代畜牧业为载
体的新型生态旅游业。作为一种新兴产业模
式，畜牧旅游业对于丰富旅游资源、增加经济
收益、维护生态和谐和传承农牧文化需要具有
重要意义。

潍坊铭鼎马术俱乐部作为滨海区唯一一家
新兴马术基地，拥有国际赛马场、骑士俱乐
部、名马乐园、赛马俱乐部等项目，建有国际
标准沙地跑道，配有各种赛马专用设施，先后
从德国、荷兰、新西兰等国家和地区引进汉诺
威、弗里斯兰、纯血马、安达卢西亚等品种近
100匹马，已经成功举办了两届马术大奖赛。
除提供专业级别的比赛外，潍坊铭鼎马术俱乐
部还提供骑术培训，休闲骑马，售卖马匹，为
广告、婚纱拍摄提供特种马匹等服务，为市民
提供了一个优质的休闲、娱乐场所。

铭鼎马术俱乐部

入选省级畜牧

旅游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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