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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马焕发

12月21日，寿光市台头镇邢西村养鸡场出售
了肉鸡。“采用笼养装置养殖肉鸡比网养装置每
只多挣1元至1 . 5元。”邢西村养鸡场孙景祥告诉
记者。

2018年4月，邢西村养鸡场对鸡舍进行改
造，全部由网养装置改为笼养装置。同样面积的
鸡舍，养殖肉鸡数量从网养的2 . 2万只变为笼养
的2 . 8万只，每只肉鸡的体重从原来的4 . 4斤至5 . 2
斤，变为现在的5斤至5 . 5斤。同时，生病率、死
槽率也明显降低，成活率、料肉比在提升。

记者看到鸡舍中安装着环境控制器，可以控
制温度湿度饲料风机等。据介绍，采用笼养装置
后，鸡粪通过传递带直接传输出鸡舍，由鸡粪处
理合作社进行专业处理。

位于台头镇南兵村的恒鑫养殖场，正在建设
一期7栋鸡舍，全部笼养装置。每栋鸡舍长105
米，宽16 . 5米宽，一次可以养殖4 . 2万只肉鸡苗。
这7排鸡舍喂料、上水、控制温度、空气流动，
都有智能化控制，只需一名管理员管理。

□通讯员 丁波 报道
本报寿光讯 12月2日，接到群众举报，寿

光市刑警大队、公安局羊口分局、边防派出所联
合执法，对涉嫌寻衅滋事的羊口镇五居委丁某刑
事拘留。

自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开展以来，羊口镇加大
了对黑恶势力的举报和打击力度。羊口镇成立了
以党委书记为总指挥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百日
会战”指挥部，在镇综治办设立了专门扫黑除恶
办公室。该镇还研究制定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实
施方案，建立完善由镇党委政府总体负责，职能
部门和村（居）属地包靠责任制，层层压实责
任，抓好贯彻落实，全力做好扫黑除恶宣传和线
索摸排工作，扎实推进专项斗争。

□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报道
本报寿光讯 12月17日至23日这周，寿光农

产品物流园蔬菜价格定基指数为97 . 81点，较前
一周104 . 91点下跌7 . 1个百分点，环比跌幅6 . 8%，
蔬菜交易量环比增长4%。

监测的10大蔬菜类别指数中，7类指数下跌3
类上涨。其中，下跌明显的类别是白菜类、甘蓝
类、叶菜类、瓜菜类，环比跌幅分别是26 . 3%、
23 . 1%、16 . 6%、14 . 2%；上涨明显的类别是菜豆
类和茄果类，环比涨幅分别是25 . 1%、13 . 4%。

据分析，周指数下滑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
点：1．各地雨雪天气较少，且大部地区气温回
升，省外及省内周边蔬菜进场量持续增多，菜价
止涨回落；2．随着天气放晴，蔬菜生长、运输条
件明显利好，市场外调需求减弱，抑制菜价抬
升；3．“南菜北运”进入大量上市阶段，南方各
式大路菜集中上市，供应量充足，价格多数下
降。

本周北方地区多晴冷天气，南方降雨增多，
部分南菜运输可能会受到影响。另外，元旦临
近，市场需求将会增强，但今年蔬菜供应形势整
体良好，所以菜价上升的空间有限。预计，短期
内蔬菜价格指数将继续小幅波动。

□记 者 戴玉亮 石如宽
通讯员 李海波 报道

本报寿光讯 12月20日，寿光市发布第三
次农业普查数据，符合条件的调查对象23 . 04万
户，其中农业经营户18 . 3万户、规模户5 . 95万
户，规模户占全部登记户数的比重为25 . 8%。
规模户占调查对象的比例居全省第一位。

按照规定，农业普查十年一次，一般在逢
6的年份进行，2016年开展了第三次全国农业普
查。本次普查历时三年，2016年准备，2017年

正式登记数据汇总，2018年发布数据。
“通过普查，获得了海量反映寿光市‘三

农’最新家底的基础资料，摸清了全市粮食、
蔬菜、畜禽、水产品等主要农业生产情况，系
统反映了十年来‘三农’的新发展、新变化，
获取了农业规模化经营、农村基础设施及环境
等方面常规统计调查没有覆盖的信息，填补了
‘三农’统计上的空白。”寿光市统计局党组
成员、主任科员韩金香说。

本次普查，根据普查内容对寿光全市的主

要数据进行了归类整理，分别编制了农业经营
主体、农业机械和设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
基本社会服务、农民生活条件、农业生产经营
人员等5方面的内容。

数据显示，寿光市共有耕地面积153 . 6万
亩，实种耕地面积131 . 1万亩，能灌溉耕地面积
123 . 2万亩。其中：粮田面积64 . 8万亩，大棚温
室面积42 . 6万亩，畜禽养殖用房面积1 . 3万亩，
棉花播种面积10 . 9万亩，淡水养殖面积1 . 1万
亩。全市农业从业人员358528人，比2006年减

少202443人。农业从业人员中35岁及以下占
17 . 4%，36～54岁占50%，年龄55岁及以上占
32 . 5%。

十年来寿光农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农户
在市区及镇区购买并拥有商品房15932户，占登
记户数的6 . 9%。农户中每百户拥有小汽车62 . 9
辆、摩托车和电瓶车159辆、彩电117 . 2台，分
别是2006年的7 . 2倍、2倍、1 . 2倍。每百户拥有
电脑70 . 7台，是2006年的33倍。每百户拥有手
机254 . 1部，是2006年的3倍。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12月20日上午，寿光市洛城街道闫家村菜
农栾茂全把黄瓜运到泽隆果蔬合作社过磅、销
售。“今天的价格是3元一斤，拿这个单子5天后
来取钱。”泽隆果蔬合作社社长王茂庆说。

栾茂全家有2个黄瓜大棚，现正处在收获
期。“在这里卖了8年菜，从不担心卖了菜之
后收不到钱。这里价格公开透明，从不打白
条。”栾茂全说。

泽隆合作社成立于2015年，共有100多个社
员，辐射周边七八个村庄。合作社实行当场开
票、公开价格的制度。“以前老百姓卖了菜我
们都给开票据，但不是太规范。”王茂庆说，
“今年洛城街道全部统一正规票据，正规流
程，价格每天公示。”

为响应寿光市农业领域扫黑除恶“百日行
动”，洛城街道进行了专项整治，严厉打击坑

农害农行为。全街道176家蔬菜合作社全部安
装“每日价格公示屏”，及时公布当天蔬菜价
格，确保合作社当天开价。同时，洛城街道还
对蔬菜合作社菜款凭证进行统一规定，要求合
作社必须盖章使用，现场给菜农开具菜款凭
证，杜绝蔬菜合作社压级压价和打白条、无凭
证现象。

洛城街道东华蔬菜专业合作社承担寨里
村、营里村、韩家牟城村等附近10多个村100多
户菜农的蔬菜收购工作。“现在卖菜，当天开
出正式票据。不像以前一样，几天后才知道价
格。”寨里村菜农张孝山说。

除了规范合作社行为，洛城街道还先后召
开数次会议，并协同农业执法大队、公安局、
市场监管局等部门，对拖欠蔬菜合作社菜款现
象进行摸排调查，保障合作社利益。截至目
前，洛城街道农安办已排查摸清蔬菜运销商拖
欠蔬菜合作社菜款现象660多条，已帮助3家蔬

菜合作社追回菜款8万余元。
“我们将进一步规范蔬菜合作社运营流

程，加大对相关法律法规、蔬菜交易行为知识
的宣传力度，提高广大菜农自我防范意识和自
我保护能力。”洛城街道农安办工作人员蒋志
伟说，“还将依法打击恶意拖欠菜农货款、欺
行霸市、强买强卖等蔬菜市场违法犯罪行为，
特别是对已经‘跑路’的违法犯罪分子，尽快
协同相关部门抓捕归案，切实净化蔬菜市场环
境。”

近期，寿光市公安局刑警大队与留吕派出
所、孙家集派出所、文家派出所在梳理线索时
发现，赵某某、王某某、张某某均存在“卷着
菜款逃匿，拒不支付老百姓菜款”的行为。随
即，办案民警展开了走访调查。

调查显示：2015年2月至2018年11月，嫌疑
人赵某某曾多次以协议购买为由，在孙家集、
纪台、洛城等地的多处蔬菜收购点赊账购菜，

价值达45万余元，后拒不支付蔬菜欠款后逃
匿。

2016年5月至7月，嫌疑人王某某在文家、
田柳、稻田、孙家集等蔬菜收购点赊账购买蔬
菜，价值达20万余元，因经营不善，无力偿还
菜款后逃匿。

2014年10月至11月、2017年10月至11月，
嫌疑人张某某在孙家集、洛城等蔬菜收购点赊
账购买蔬菜，价值达40万余元，后以赔本无钱
偿还为由拒不支付菜款，同时通过更换联系方
式、居住场所等方式逃匿。经讯问，三名犯罪
嫌疑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日前已被依法拘
留。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对恶意拖欠菜农钱
款、欺行霸市、强买强卖的突出违法犯罪行为
进行依法打击，用最短的时间将违法犯罪分子
抓捕归案，让犯罪分子受到应有的法律制
裁。”寿光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民警王勇说。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人才从哪里来？
寿光市构筑人才集聚高地，外引“洋”专家，
内培“土”专家，形成了一支下得去、留得
住、用得上、能力强的乡村人才队伍。

位于寿光文家街道的山东永盛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主要作种子研发、销售
以及新品种推广。从2015年至今，永盛农业已
引进9名高科技人才，其中包括两名院士。永
盛农业总经理梁增文说，如果没有人才引进，
企业很难研发出新技术、新产品。

与高科技人才合作后，永盛农业在技术上
实现了新突破。2016年，永盛农业与江苏省农
科院蔬菜所茄果研究室主任王述彬合作。在王
述彬的指导下，永盛农业采用适当加大辣椒株
距的方法，来代替过去的防虫网隔离办法，收
到良好效果，减少了大量人力物力投入。

梁增文说：“通过与高科技人才合作，缩
短了蔬菜育种时间。通过项目合作，丰富了资
源，为新技术研发提供了保障。此外，专家还
为公司培养了相关技术人才。”

近几年，寿光市先后出台精英人才创业计
划、双百计划、蔬菜种业扶持等20多项政策，
支持农业领军人才创新创业。目前，在寿光农
业领域，与企业合作的两院院士有9人，千人
计划专家5人、省泰山学者和泰山产业领军人
才10人。

寿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葛树涛说：“从外
地引进的高端人才，推动寿光农业科技的进
步，带动种业研发创新，促进种植模式从传统
的土壤栽培向无土栽培、水培等新型种植模式
转型，促进生物防治等新技术的发展，促进了
畜禽粪便、蔬菜秸秆等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利
用。”

2009年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植物学专业硕
士毕业后，齐炳林回到老家寿光市古城街道，
创办了旺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最初，齐炳林
承包了40亩地，建起5个土棚，一个智能温
室，做蔬菜育苗。齐炳林越做越大，到2013年
扩大到80亩。2017年，公司育出2000万株西红
柿苗、辣椒苗。

齐炳林发现，现在许多消费者不差钱，但
是市场上缺好的蔬菜产品。为了找回最地道的
西红柿味道，齐炳林带领团队经历了试验—失
败—再试验，用7年时间，于2016年育出新品

种——— 具有西红柿老味道的“戴安娜”。
有了好产品就有了一定的话语权。不管市

场价格如何波动，“戴安娜”价格保持基本稳
定。通过电商平台对外批发价是每斤5元，终
端价格达到了每斤20元。

据了解，寿光一方面吸引返乡大学生创
业，一方面力促潍坊科技学院学生创业。“全
校目前在校学生28000余人。2017年毕业生共有
6465人，其中留在寿光创业的大约有640人。”

潍坊科技学院党委宣传部部长李兴军说。
乡村振兴，更离不开乡村能手、“土”专

家们的贡献。稻田镇崔岭西村党支部书记崔玉
禄说：“近三年的时间，经常看到种植户外出
参加培训班，明显感觉到种植户们注重学习
了。”

崔岭西村村民尚海禄是一个大棚种植户。
近两年随着新式大棚的落成，他开始不断学
习。“从2015年开始，我多次外出参加培训

班，将所学知识运用到自家蔬菜大棚管理中，
还将学来的最新技术分享给其他村民。”尚海
禄说。

像尚海禄这样的热爱学习的农民，在寿
光有一大批。据统计，近几年寿光累计培育
了2 . 5万名新型职业农民。“这些‘土’专家
活跃在大棚、农田里，为农业发展贡献着自
己的智慧和力量。”寿光市农业局局长张茂
海说。

规范交易，依法打击蔬菜市场违法犯罪行为

寿光菜农卖菜，更放心了

寿光发布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

百户拥有小汽车62 . 9辆电脑70 . 7台

乡村振兴，人才从哪里来？

寿光外引专家内培能手

□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报道
本报寿光讯 12月14日，寿光市2019年政

策性蔬菜大棚保险启动会议召开。“这标志着
保障范围更大、保障金额更高、费率更低的政
策性蔬菜大棚保险已在寿光正式落地。”中国
人寿财险寿光市支公司经理孙会杰说。

近年来，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天气次数增
加，每年温室大棚都会因雹灾、雪灾、冻灾、
涝灾等自然灾害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让一些
农户损失惨重。为进一步扩大政策性大棚保险
的保障范围以及覆盖面，提高农户参保积极性
和风险保障水平，寿光市农业局、金融办牵

头，联合中国人寿财险寿光市支公司等，与上
级部门沟通后，对政策性蔬菜大棚保险方案进
行了调整完善。

据介绍，根据棚体建造成本、折旧情况、
棚内作物品种等因素，日光温室保险费设置4
档，分别为240元/亩、340元/亩、560元/亩、
680元/亩，对应的保险金额分别为1 . 7万元/
亩、2 . 9万元/亩、4 . 55万元/亩、5 . 8万元/亩。
日光温室保险金额分项设置，具体包括墙体
棚架、保温被、棚膜、棚内作物等项。大拱
棚保险费设置3档，分别为270元/亩、360元/
亩、480元/亩，对应的保险金额分别为9000元

/亩、1 . 35万元/亩、2万元/亩。大拱棚保险金
额分项设置，具体包括棚架、棚膜、棚内作
物等。

孙会杰说，新调整的保险政策相较于传
统政策，扩大了责任范围，在原有保险责任
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火灾责任，充分满足了
农户的需求。保险期限更长，从原来的8个月
修改为1年，能有效覆盖棚内所有作物生长
期。费率更低，保障更高，原来的大棚保险
政策，各级财政承担保费的50%，农户负担比
例为50%，调整后的大棚保险的财政补助比例
提高到了65%。同时，除了日光温室外，又将

大拱棚纳入财政补贴范围，很大程度减轻了农
户投保负担。

另外，政策性蔬菜大棚保险保费实行无赔
款优待政策，即在上一年保险期限内无赔款，
第二年继续投保同标准的内容，第二年起按标
准保费的80％交纳。

如何投保呢？孙会杰介绍说，投保程序
为：保险合同的签订由各镇（街道）统一组
织，受村民代表大会委托，在群众自愿的基础
上，以村为单位统一投保，与承保公司签订保
险合同。投保农户应在2018年12月31日前到各
村村委进行报名、交费。

寿光政策性大棚保险期限延长为1年

□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报道
寿光旺林农业总经理齐炳林在公司的大棚内管理番茄。(资料片）

台头镇变网养为笼养
肉鸡一只多挣1元多

羊口镇加大对黑恶势力
打击力度

□通讯员 李静 报道
本报寿光讯 “我们推动着磨盘，黄豆被碾

碎了，加上水后白色的豆浆顺着石磨口淌下来。
原来豆浆是这样生产的。”这是寿光市文家街道
仉家小学五年级一班学生刘宁伟参加研学旅行后
的所写见闻。

12月15日，仉家小学组织三、四、五年级的
二百多名学生到青州侯王中小学研学基地开展研
学旅行活动。侯王村作为全国孝文化村，孝道文
化流传悠久，山间小路两侧绘有二十四孝图解。
带队老师给学生们讲述了“鹿乳奉亲”“百里负
米”“亲尝汤药”等孝德故事。随后，学生们穿
上长袍，戴上儒冠，感受国学礼仪和茶道文化。

午饭时，餐前带队老师跟学生唱起感恩歌：
“感恩天地滋养万物，感恩国家培养护佑，感恩
父母养育之恩，感恩学校教育之恩。”下午，学
生们感受了石磨豆浆”、农耕体验、手工印染等
传统农耕文化。

寿光市仉家小学

研学旅行锻炼学生能力

进场量持续增多
菜价止涨回落

□记者 石如宽 报道
本报寿光讯 “诸巷联花辉玉柱，一街诗韵

醉农家。”如今，在寿光市台头镇付家庄村的大
街上张贴着众多的对联。

付家庄村被我省楹联文化协会评为“山东省
楹联文化村”。村内三街四巷皆为诗词楹联街，
三条主街除悬挂诗词楹联外，沿街白墙上还绘制
着含有“仁、义、礼、智、信”等传统文化的故
事、诗词等。

付家庄村党支部书记王玉林说，村内悬挂起
了110副对联。这些对联通过本村农民诗人王蜚
声组织的天元子曰诗社面向全国征集。

台头镇楹联文化有着深厚的底蕴，该镇被省
楹联文化协会评为“山东省楹联文化镇”。

“今年台头镇探索出一条由党建引领，集红
色文化、孝德文化、楹联文化于一体的文化建设
之路。”台头镇组织委员王文堂说。

110副对联扮靓文化村

■中国·寿光蔬菜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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