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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1 . 29亿元债券资金，实施“双增双提”工程

沾化冬枣“二次创业”再出发
农村大众报滨州讯 (通讯员

贾海宁 )今年第一期《问政滨州》
节目中，多角度聚焦沾化冬枣产
业在品牌打造、质量提升、龙头
企业培育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短板
不足。沾化冬枣高质量发展路向
何方，引发了从普通枣农到沾化
区主要领导的重新审视，冬枣产
业“二次创业”已迫在眉睫。

“历届党委、政府始终把沾
化 冬 枣 作 为 富 民 强 区 的 支 柱 产
业 ， 接 力 棒 一 届 接 着 一 届 往 下
传，我们要加快推进转型升级、
高质量发展，确保沾化冬枣产业
持 续 健 康 发 展 、 长 久 造 福 群
众。”沾化区委书记袁志勇在全
区沾化冬枣高质量发展动员大会
上说。

“沾冬2号”作为全世界最优

良的鲜食枣品种，目前还没有全面
推广开来。今年，沾化区委、区政
府实施冬枣产业“双增双提”工
程：以增加“沾冬2号”面积、增
加设施栽培面积为重点，以提高枣
农收入、提高产业效益为目标，着
力构建沾化冬枣“1+3+10+N”发展
新格局。“ 1”：以下洼镇为重
点，打造1处万亩沾化冬枣高质量
发展示范区，引领全区冬枣产业向
标准化、设施化、高质化、高效化
方向发展。“3”：以永馆路、滨
东路、海天大道三条主干线两侧枣
园为重点，打造3条沾化冬枣高质
量发展隆起带，带动周边枣园提质
增效。同时，完善冬枣文化旅游要
素，实现沾化冬枣高质量发展和特
色精品旅游双提升。“10”：每个
乡镇(街道)新建或提升一处100亩以

上的冬枣现代农业示范园，全区打
造1 0处沾化冬枣高质量发展示范
园。“N”：推广大下洼村合作社
生产模式、大流村张亦明家庭农场
模式、龙滨农业“企业+基地”模
式，打造N处沾化冬枣高质量发展
示范点，解决一家一户小地块、品
质差异化等弊端，实现适度规模种
植。

3月3日，沾化区委、区政府两
办联合印发方案，提出成立由区
委、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
的区冬枣现代化推进工作领导小
组，负责协调解决产业赶超发展
中的重大问题；持续实施沾化冬
枣全额贴息“大棚贷”政策，用
好用足“鲁担惠农贷”的惠农信
贷政策；强化考核指挥棒作用，
将冬枣产业列入全区经济社会发

展综合考核……
沾化区冬枣产业发展中心主任

刘登枝说：“区委、区政府出台的
一系列保障措施，让枣农吃上了定
心丸。”

“今年，区委、区政府争取
1 . 29亿元债券资金，专项用于冬枣
产业发展，是历年来投入最大、力
度最强、标准最高的。”4月2日，
袁志勇介绍说。在设施栽培上持续
发力，年内新建冬枣大棚2万亩，
实施沾化冬枣全额贴息“大棚贷”
政策，每亩冬枣园可贷款1 . 5万元，
区财政全额贴息2年；在品种改良
上持续发力，年内改良“沾冬 2

号”1万亩。利用4月上旬至5月上
旬这一个月的时间，抓紧做好嫁
接工作。对新改良“沾冬2号”的
种植户给予一定的资金补助。同

时，加快新品种研发力度，推动
实现优势品种引领，早、中、晚
熟品种梯次上市；在标准化生产
上持续发力，按照标准化生产要
求，做好减密度增光照、减产量
增质量、减化肥增有机肥“三减
三增”，栽植密度控制在每亩56株
以下，冬枣园亩产量控制在2000斤
以下，增施有机肥料，推行测土配
方施肥，不断提高土壤肥力。年内
举办培训班、现场会100场次以上，
培训枣农1万人次以上，真正让标
准化生产深入人心、落到实处；在
示范园区建设上持续发力，今年，
每个乡镇(街道)建设一处冬枣现代
农业示范园，加快推进新技术推广
应用和老园区改造提升，打造一批
规模大、标准高、带动性强的示范
园区。

清明过后，大棚里的草莓接近
尾声，40岁的庄绪国终于可以直下
腰。除了栽苗和摘草莓，占地面积
40亩、棚内面积20亩的大棚草莓，
从栽下后，都是他一个人在忙活。
“干农业道道太多，细节决定成
败。”他说。

庄绪国是莒南县大店镇大店一
村人，中专毕业后回到农村，他没
打算种地，开了个小厂子，雇了十
多个人，挣钱虽然不是很多，但也
成了当地农民眼里的能人。

2011年，他跑到附近的老龙腰
村，流转了16亩地，想在这16亩地
上建厂子。可办手续时，他才知
道，那是耕地，不能建厂房。地不
能闲着，2012年，他在16亩地上建
起了8个大棚，钢架结构的，比当
地农民的草莓大棚档次高多了。他
雇来两个当地有草莓种植技术的农
民，管理这8个大棚。

两个雇来的农民，自己家都种
着大棚草莓，自己家的草莓长得很
好，可庄绪国的草莓死棵多不说，
结出来的果小，还多畸形。周边农
民看庄绪国建起这么高档的大棚，
便前来参观。农民看了一圈后，笑
了：你这弄的啥？

农民脸上那些笑着的表情，让
庄绪国心里很不痛快：我一个青
年，种草莓还不如七十来岁的老
人？当地农民种草莓，大棚里没有
温湿度计，如何提温、增湿、放
风，完全凭经验和感觉。庄绪国便
跑到农民的大棚里，感受一下，再
快速跑回自家大棚里感受一番。
“我就这样一趟趟跑着，感受着，
想弄清到底怎样才能种好草莓。”
他说。

2013年，庄绪国又流转来50亩
地，拥有了9个草莓大棚。他把厂
子停了，心里憋了口气：非把草莓
种好不行。他找来两个技术过硬的
农民，让他们帮着管理大棚。9个
大棚，最后卖的钱也就是毛收入，
庄绪国拿7个棚的，两个农民各拿
一个棚的。

这样种了3年，庄绪国觉得不
行。两个找来的农民，不再干活，

啥活都雇人干。而雇工费，庄绪国
需要拿九分之七。两个农民啥也不
用干，喝着茶，白拿两个棚的收
入。“我是雇你们来干活的，好
吗，你们倒当起老板来了。”

这让庄绪国明白了一个道理。
搞规模农业，不是越大越好，而是
要适度。2016年，庄绪国把大棚草
莓的规模，控制在占地40亩。同
时，他成立了合作社，想靠自己摸
索出来的经验和技术，带着周边农
民种草莓。

除了栽苗和采摘，庄绪国能省
人工的地方全省了。上了卷帘机，
安装了自动打药机和自动控温设
备，水肥实现了一体化。大多时
候，他看看手机，动动手指，就完
成了大棚草莓的管理。

庄绪国根据自己摸索出来的经
验，制定着大棚草莓种植标准。从
草莓 定 植 “浅不露根、深不埋
心”，到控温促进花芽形成；从大
棚风口开关时间，到棚内每个生产
环节的温度、湿度，他都制定出了
便于农民学习、操作的标准。棚内
面积为一亩的大棚草莓，当地农民
一年能挣约3万元，庄绪国却能挣
五六万元。

现在，合作社的社员达到115

户，大棚草莓面积共计500多亩。
对这个规模，庄绪国还算满意。
“可我很累，我是生产者、技术
员、管理者、销售者，太忙了。”
他说。

庄绪国不想这么忙，他想明年
由合作社统一建设标准大棚。“现
在社员的大棚档次高低不同，草莓
难以在要求的时间内上市不说，还
造成规格、品质等相差很大。”他
说，“有了一样的标准大棚，按照
统一的标准种植，生产出来统一的
草莓，走订单农业。”

对带领周边农民走订单农业，
庄绪国很有信心。“我从穿着皮
鞋、没种过地的人，变成一个不再
穿皮鞋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了近10

年时间。”他说。
农村大众报记者 孙成民

通讯员 孙烨 刘山清

从没下过地到制定大棚草莓种植标准

职业农民十年养成记

农村大众报单县讯 (通讯员
孔爱丽)4月14日，单县农业农村局
农技人员在李田楼镇陈线庄村进
行麦田病虫害普查时，发现了全
县首个小麦条锈病发病中心，面
积大约300亩。

小麦条锈病是典型的气传流
行性病害，扩散区域广、流行速
度快，一旦大面积流行将严重影
响小麦产量。刻不容缓，单县农

业农村局农技人员带着药物和器
械进行现场防治。

单县植保站站长杨绪彦介
绍，条锈病的病症主要表现在小
麦叶面上，呈长条形，鲜黄色。
一旦防治不及时，一般能减产20%
-30%，如果再严重可以减产50%以
上。防治小麦条锈病可以使用戊
唑醇、已唑醇，再加入噻虫嗪、
高效氯氰菊酯等这些杀菌剂杀

菌，还可以加入一部分叶面肥，

或者是植物生长调节剂，能起到
“一喷三防”的作用。

随后，单县农业农村局全面
落实“带药侦查、打点保面”防
控策略，采取“发现一点、防治
一片”的预防措施，对发病中心
周边600亩麦田进行了喷药防治，
并提醒群众密切关注小麦生长情
况，发现条锈病要及时防治。

农村大众报青岛讯 (通讯员梁
超)又是一年渔闲季，踏上青岛即墨
区田横镇栲栳湾沿海的码头，总会
有沿海渔民熟悉的捻匠在忙碌着。
他们时而敲打木船的船体，时而查
看木船的修补情况。在他们的身
上，诠释着老手艺人的“匠心”和
对传承的“守望”。

捻匠一词，起源于渔船修漏补
缝的一种老行当。在过去，渔船都
是木质结构，在海水的侵蚀下，或
是船底剐蹭到水中的硬物，船体受
损，这就需要专业的匠人将缝隙堵
塞抹平，于是捻匠这一行业便应运
而生。每年封海之时，渔船必须拉
上来停泊在岸上进行修补，为的是
渔民的生命安全。

掂起捻匠的工具，充满着历史
的印记，除了一些陈旧的工具外，

麻绳、桐油和石膏则是捻匠修补渔
船必备的物品。捻匠是个细活，他
们一般是几个人合伙，或是师徒两
人劳作，要求十分严格。首先需要
在敲打船体的过程中寻找隐形的缝
隙和空洞，在缝隙的周围画上一个
圆圈做标记，把旧有的石灰膏、堵
塞的淤积物仔细剔除掉，直至露出
木质，挖出其中发黑腐烂的旧麻
绳，用小刷子将桐油均匀刷在木缝
中，将新麻绳塞进去，涂抹一层新
的石灰膏，不留死角。最后，当匠
人把每处船缝都捻好后，上一遍桐
油，捻船的整个工序才算完成。

今年55岁的李锡海，是土生土
长的田横镇人。他从1 6岁开始入
行，从事捻匠这一行业近4 0个年
头，祖辈都是以捻船为生。用他自
己的话说，捻匠不仅是个技术活，

还是个良心活。
“捻匠好比船的医生，需要有

耐心，整个工期必须要一丝不苟。
偌大的船只，哪怕只有针眼大的窟
窿也会造成船体漏水，所以出海人
的安全都掌握在捻匠手里，来不得
半点大意和马虎。”李锡海说，一
条净吨位40吨的木船，需要3个捻匠
花四五天的时间才能捻好。

如今，一方面随着钢铁巨轮逐
步替代了木头舢板，木船的数量急
剧减少，另一方面捻匠工作的季节
性很强，年轻人都不愿意干这个
活。目前，捻匠的人均年龄大多超
过55岁。从入行到现在，李锡海亲
眼见证了捻匠这个行业的兴衰。

“时代在进步，但我们仍希望
有更多的年轻人将捻船这门手艺传
承下去。”李锡海说。

择一事 忠一生

老捻匠人的守望与坚持

单县发现小麦条锈病
面积大约300亩，已落实“发现一点、防治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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