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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转让公告
  山东昌乐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决定对其
拥有的钟延峰名下债权 1
笔，本金 200000 元的不良
债权进行公开竞价转让，
请有意向单位或者个人于
2023年12月23日前携带有效
身份证件在正常营业时间到
山东昌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了解债权情况。
地址：昌乐县昌盛街571 号
联系电话：0536-6270601
联系人：刘经理
  山东昌乐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12 月19 日

  农村大众报济南讯 （记者陈
茹）12 月19 日，记者从山东省政府
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今年以来，我省坚持法治山东、法
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截至
今年11 月底，全省共制定修改地方
性法规65 件、政府规章29 件。同时
政务服务水平提升， 162 件事项实
现“跨省通办”， 314 件项事项实

现“全省通办”。
  省委依法治省办副主任，省司
法厅党委书记、厅长杨增胜介绍，
我省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
法、依法立法，以高质量立法保障
高质量发展。截至11 月底，全省共
制定修改地方性法规65 件、政府规
章29 件。一是加强重点领域立法。
围绕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全省
工作大局，出台山东省生物多样性
保护条例、未成年人保护条例、
农村供水条例等一批创新性强、
具有特色的地方性法规规章。二
是健全立法工作机制。完善党委

领导、人大主导、政府依托、各
方参与的立法工作格局。践行全过
程人民民主，依托立法研究服务基
地、立法专家库、基层立法联系点
等，广泛征求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立法建议。制定实施年度立法工
作计划，健全完善省、市立法工作
沟通联系机制，推动全省立法质量
提 升。三 是 推 动 清 理 工 作 常 态
化。建立常态化法规规章清理机
制，部署开展涉及黄河保护、外
商投资、行政复议等领域法规规
章清理工作。
  此外，我省积极打造公开透明

的法治环境，以法治护航经济社会
健康发展。一是加强有效制度供
给。出台山东省黄河三角洲生态保
护条例、中小企业促进条例等地方
性法规，制定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法治保障、护航绿
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的若
干措施，为优化法治环境提供坚实
制度支撑。二是提升政务服务水
平。深入实施“双全双百”工程，
推出88 个“一件事”。围绕企业从
开办到退出、个人从出生到身后两
个全生命周期(“双全”)，分别整
合企业和个人经常办理的百余项政

务服务事项(“双百”)，推出“出
生一件事”“身后一件事”“助残
一件事”“物流一件事”等88 项。
推进政务服务“跨域办”， 162 件
事项实现“跨省通办”， 314 件项
事项实现“全省通办”。全面推进
电子证照应用，实现常用电子证照
在1300 余个政务服务事项中的全面
应用。三是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
推动设立青岛国际商事法庭，济
南、青岛、烟台在自贸试验区内设
立国际仲裁院(中心)，我省5家律师
事务所入选全国涉外法律服务示范
机构。

全面依法治省护航强省建设

  农村大众报济南讯 (记者
任治安 通讯员王潇 高千秋)
12 月 18 日晚，山东农业工程学
院首届农事诗会在济南校区大礼
堂成功举办。
  本次诗会由校党委指导，山
东农业工程学院孔子学堂、人文
学院主办。以诗歌形式弘扬农耕
文明，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又
是以耕读为核心、以知农爱农为
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
新，充分展示了学校培养知农爱
农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成效。
  诗会分为《先民启智，功成
华夏》《仓庚喈喈，采蘩祁祁》
《籍中咏农，叹诵民生》《幽篁
疏影，茶茗苦荼》《唐梦隋遗，
故往翻云》等 10 个篇章，以情
景剧、朗诵等形式生动还原了从
原始社会至现代社会各个历史时
期的中华农耕文明发展史，既重
温了《诗经·豳风·七月》等传
世农事诗，又深刻感受到了根植
于中华民族血脉中知农爱农兴农
的厚重情怀，激发了学生以乡村
振兴为己任、甘把青春献热土的
责任感。整场表演，学生基本穿
古装，把古代服饰的古典、含
蓄、轻盈、飘逸体现得淋漓尽
致，尽显国风之美、诗歌之美、
农业之美。
  本次诗会得到了校外实践教
学基地——— 济南佳泽传媒文化有
限公司在舞台设备、节目创编等
方面的大力支持。

　　本报济南讯 12 月 18 日，
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山东省乡村
文化建设样板镇（街道）、村
（社区）名单，青岛西海岸新区
泊里镇、淄博桓台县起凤镇、枣
庄市峄城区榴园镇等 1 0 个镇
（街道）被评选为山东省乡村文
化建设样板镇（街道），济南市
章丘区石匣村、青岛城阳街道城
阳村社区、淄博市博山区岱北村
等 20 个村（社区）被评选为山
东省乡村文化建设样板村（社
区）。
　　据了解，根据《山东省乡村
文化建设样板镇村创建工程实施
方案》《山东省乡村文化建设样
板镇村创建标准》，我省组织开
展了山东省乡村文化建设样板镇
村评选工作。经各市申报、专家
初评、专家终评等环节，最终确
定入选名单。  (唐晓宁)

  高唐县鼎昇种植家庭农场位于
高唐县鱼邱湖街道麻庄村，隆冬时
节，大院里成排的玉米垛展示着丰
收成果。这家农场规模为 800 多
亩。农场主是 90 后李金阳和他父
亲李保祥。临近年末，他们做了年
终收支“盘点”。

购置农机

支出占比最高

  李保祥种地十几年，是个老把
式。李金阳 2020 年返乡，虽然经
验不多，但对农业新模式、新机
械、新技术有研究。一老一少，配
合得很好。
  李金阳介绍，前两年，农场的
耕种管收，基本是靠人工或租赁农
机，一年下来花费不少。“收获一
季玉米，一亩地就需要 60 元。赶
上农忙，租机器还得排队。如果天
气突变，抢收都来不及。”李金阳
说，从 2020 年至今，他每年都要
拿出净收入的30% 以上，用来购置
农机。今年，李金阳在农机上投入
超过 20 万元，买了撒肥机、烘干
等设备。
  “这个是今年刚买的，花了5
万元，种地多了，有它能多拉粮
食。”李金阳指着停放在厂房里的
一架拖拉机挂斗说，这几年，农场
规模从 400 亩逐步扩大到 800 亩，
农机也添置了不少，有拖拉机、撒

肥机、收割机、铲车、烘干机、无
人机等，总价值已超过100 万元。
“农机具算是全了，从明年起，这
部分投入就没了。”李金阳说。

节本增效

贷款使用越来越少

  像李保祥父子这样的种粮大
户，贷款种地是一种常态。李金阳
介绍，粮食从种到收，再到存放、
卖粮是一个大的周期。种子、底
肥、浇水，再加上半年地租，一套
流程下来，每亩地投入不少，这就
需要贷款来周转。
  农场每年贷款额度为 100 万
元，基本上粮食一卖，李金阳就会
还上大部分。李金阳习惯用手机记
账App ，而李保祥有一个手写的记
账本。父子俩查看几年实际的收支
记录，发现种的地越来越多，每年
的贷款实际使用数额却在逐年减
少。李金阳分析，贷款下来用不
了、用得少，原因有两方面。一是
这几年购置的农机越来越齐全，购
置投入越来越少，原本雇机械的费
用就省了，且农机还能租出去赚
钱；二是种地规模大了，种子、农
药、化肥用量大，购置成本可以压
低，仅以麦种为例，一斤麦种，市
场价大约为 3 元— 4 元，批量买能
便宜 5 毛， 800 亩地就能省下 1 万
多元。化肥、农药则省得更多。李

金阳对农场发展很有信心：“粮食
价格也在涨，总体收入是越来越高
的。”

生活消费

约占收入的一成

  今年，农场的小麦亩产约1000
斤，玉米亩产约 1500 斤，预计每
亩地毛收入为 3200 元。土地租金
从前几年的每亩800 元，涨到了现
在的每亩 1300 元，另外，种子、
化肥等农资投入每亩地在 1000 元
左右。除去投入，农场的净收入将
超过 70 万元。在李金阳的记账本
里，净收入的四到五成用来还贷
款，日常家庭消费仅占净收入的一
成左右。父子俩生活简朴，衣食住
行上的消费不算高。李保祥两口子
住在村里，李金阳一家三口住在县
城，有一辆家用轿车。账本上记录

着五口人一年的消费：物业费1000
元，取暖费2200 元，购置衣物3600
元，加油 5000 元，汽车保险 2000
元，日常饮食每月 2000 元，还有
李金阳孩子不固定的支出以及一些
人情礼往……总消费约6万元。
  这两年，李金阳感觉自己的消
费方式和消费理念变化挺大。“现
在衣服、食品、日用品大多是网
购，都是快递到家。”李金阳说，
种地的收入高了，他对生活品质的
追求也有所提高。今年他们家有个
大开销——— 买了一辆5 万元的代步
车。农闲时，他还会参加高唐县组
织的青年农场主培训，有时候也会
和父亲一起去外地考察学习。李金
阳说：“我给自己设了一个目标，
让农场规模达到 1000 亩。有新的
技术我还会多尝试、多学习，努力提
高收成，让生活过得更好。”
  农村大众报记者 李新宇

一个家庭农场的年终收支盘点

山东公布30个

乡村文化建设

样板镇村名单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

首届农事诗会举办

  农村大众报济南讯 （记者段
书强）12 月 19 日上午，山东省政府
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省市
场监管局负责同志等解读《山东省
专利纠纷行政裁决和行政调解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加快
推动知识产权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
若 干 措 施 》 （ 以 下 简 称 《 措
施》）、《山东知识产权公共服务
普惠工程实施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等多项政策。
　　省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
长，省知识产权局副局长于智勇介
绍，新制定的《办法》统一了“行
政裁决”的相关表述；明确了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专利行政部门行政裁
决、行政调解和委托执法的法定职
责；优化了办案流程；加大了处罚
力度、增加了对重复专利侵权行为
的行政处罚事项；引入了技术调查
官制度，进一步提升技术事实认定
的中立性、客观性和科学性。
　　《措施》聚焦知识产权创造、
运用、保护、管理、服务全链条，
以满足创新主体和市场主体服务需
求为导向，结合山东知识产权工作
实际和产业特色，提出了20 项具体
措施。在“推动知识产权服务业助
力乡村振兴”方面，《措施》提
出：推动知识产权服务机构面向农

业农村，打通供需对接渠道，推进
农业技术开发和成果转化应用，促
进专利技术强农、商标品牌富农。
利用地理标志展览机构展示、电商
直播等宣传推介地理标志产品，实
施地理标志运用促进工程、地理标
志保护工程和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
工程，加强地理标志品牌培育指
导，助力乡村振兴。
　　《方案》围绕多元化构建知识
产权公共服务机构等 5 个方面提出
19 条具体举措。《方案》要求，到
2025 年，基本建成资源集聚、要素
齐备、供给多元、数字赋能、服务
更优的省级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

台，实现全省 16 市综合性知识产
权公共服务机构全覆盖，国家级知
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重要网点达到
2 2 家 ， 省 级 网 点 实 现 1 6 市 全
覆盖。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目前
全省共有专利代理机构 536 家（含
分支机构 2 6 8 家），专利代理师
1366 人，商标代理机构2207 家，商
标从业人员3422 人。截至2023 年 11
月底，全省发明专利拥有量 238142
件，同比增长27.5% ，每万人口发明
专利拥有量达到23.42 件，较2022 年
底提高 4.77 件。全省发明专利授权
量50851 件，同比增长12.8%。

今年秋收时，李金阳（左）和父亲对收成很满意。

山东出台多项知识产权新政策

促进专利技术强农、商标品牌富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