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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高唐县清平镇的农民把
玉米田种成了高效田，“一亩田变成
两亩田，亩均增收两千元”。玉米田
亩均纯收入 3300 元，与传统玉米种
植模式相比，每亩增收 2000 元。村
集体通过村级资产入社，协调土地流
转和劳务用工，能分到两成分红。清
平镇东大新村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
社推广“玉米—花生”“玉米—大豆”
间作套种种植模式，2021年，村集体
实现增收 20 多万元。这是高唐县
委、县政府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工作
成效的缩影，也是大力推广“玉米—
花生”“玉米—大豆”间作套种种植模
式的可喜成果。

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
东考察时指出：“要把粮食生产抓紧
抓好，把农业结构调活调优，把农民

增收夯实夯牢，把脱贫攻坚战打好打
赢，扎实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造乡
村振兴的齐鲁样板。”

传统的“小麦—玉米”种植模式，
存在粮油争地、人畜争粮、种植与养
地不协调等突出问题，不利于保障粮
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为了解决这
个问题，近年来，高唐县着眼于保障
粮食安全、推进农业转型升级，坚持
以党建为引领，通过村集体的居间服
务，在尊重小农户经营权的基础上，
把分散的土地集中起来，实现农业托

管服务。坚持“试验先行、示范带动、
高效运营”，发挥“杜立芝党代表工作
室”在转化农业科技创新成果方面的
作用，发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会组
织功能，推出“玉米—花生”“玉米—
大豆”间作套种种植模式。这种模式
不仅实现了粮油作物均衡增产，还通
过发挥复合种植模式作用，充分利用
光热资源和改善土壤生态环境的自然
功能，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
赢”，推动农业规模化经营、产业化运
作，实现村集体和农户“双增收”。

在这种生态高效农业科技成果
的推广过程中，高唐县充分发挥“杜

立芝党代表工作室”品牌效应，
通过“看得见、听得到、会操

作”的推广路径，推动科技
成果尽快转化为实实在
在的经济效益和生态
效益；依托绿色高质
高效创建项目，在
梁村镇、清平镇建

立４个示范方，
集中展示

“ 玉

米—花生”间作集成技术、示范种植
效果；先后组织家庭农场、合作社负
责人及种植大户现场观摩 10 余次，
引导新型经营主体应用新技术。与
此同时，杜立芝科技服务团队还分包
了“玉米—花生”“玉米—大豆”间作
种植基地，一对一帮扶、点对点指导，
累计培训新型经营主体、新型职业农
民和技术骨干 5000 多人次，有效保
障了科研成果快速转化和大面积“落
地生根”。全县“玉米—花生”间作技
术应用面积已超２万亩，“玉米—大
豆”间作套种面积超1.8万亩。“玉米
—花生”间作套种种植模式获得山东
省农牧渔业丰收奖，被列入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课题。

2022 年 7 月 15 日，全国农服进
万家系列活动在高唐举行。高唐县
探索的“玉米—大豆”间作套种种植
模式及社会化服务机制得到了农业
农村部的认可。

（选自报告文学《情系农民党旗
红：离不开土地的杜立芝》主编：朱
桂林 出版社：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个别地方有改动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
提供）

探索生态高效种植的

精心培育地理标志产品
栝楼是高唐县著名的中药材，具有清热

涤痰、宽胸散结、润燥滑肠等功能，可治疗肺
热咳嗽、胸痹心痛等症。高唐栝楼的年产量
和出口量均居全国之首。2014 年，高唐栝楼
被农业部命名为地理标志产品。地处山东西
北部的高唐县固河镇和尹集镇，因气候、土壤
等独特的生态条件，是最适宜种植栝楼的地区
之一。

地理标志产品的形成，既离不开自然因
素，也离不开人为培育。

为打好地理标志产品品牌，杜立芝给种
植户约法三章：增施生物菌肥、微量元素和
钾肥，不断改善产品品质。

针对高唐栝楼的生长特点，杜立芝
团队通过不断试验和实践，总结出一套

行之有效的栽培管理技术，并制定
“高唐栝楼质量管理措施”“高唐栝

楼标准化生产技术操作规程”，
举办种植户培训班，重点培

训农产品地理标志知
识、绿色食品

知识、高唐栝楼标准化生产技术操作规程等，
还聘请聊城大学农学院的教授给种植户授
课。培训班共培训农民技术人员600多人。

正是基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严格的
选育管理程序，高唐栝楼才得以跻身国家地理
标志产品。农业部明确规定：高唐栝楼所在的
保护范围内的所有种植者，在销售和运输包装
物上应注明“高唐栝楼”地理标志及其图案、
产品名称、产品标准编号、商标、生产单位名
称、详细地址、等级、规格、净含量和包装日
期，并注明检查人员姓名或代号，标志上的
字迹应清晰、完整、准确。不符合本标志的
产品，其产品名称不得使用含有“高唐栝
楼”（包括连续或断开）的名称。

如今，高唐栝楼种植面积稳定在
2000亩以上，年产900多吨，每年10月
下旬采摘，鲜果价格一般在每千克
3.2元以上，亩产值3600多元，已
经成为高唐县农民致富增收
的重要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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