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 报 记 者 曹天伟
本报通讯员 商贺 张珂

雨水时节，乍暖还寒。“你看，这
边是覆膜的，麦苗已经长出来10多厘
米，那边是没覆膜的，才3厘米左右。”
2月22日上午，在阳谷县阿城镇常楼
村麦田里，村党支部书记常绍兵正和
种粮大户常家强讨论小麦的长势。
两相对比，常家强忍不住感叹：“真是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啊！”

常楼村位于阳谷县阿城镇西北，
全村1240人、耕地1400亩。去年，罕
见的秋汛给村里的秋收冬种造成严
重影响。“我家的地挨着河沟，要不是
用水泵往外抽水，估计麦子都种不

上。”说起当时的情况，村民吴守龙不
由叹了一口气。

灾情就是民情。常楼村“民情书
记”、阳谷县农业农村局农村经济服务
中心主任苏善柱带着服务队队员，逐
块农田察看灾情。一天后，苏善柱组
织村里的34名党员召开“板凳会”，决
定对涝情比较严重的地块进行覆膜。

“怎么覆膜？不是种西瓜种菜才
覆膜吗？”“一亩地要花多少钱，万一
赔本咋办？”起初，不少村民对这事儿
不理解，常绍兵的老伴为此和常绍兵
打了三天“冷战”。

“我是村党支部书记，我不带头谁
带头。”2021年12月，常绍兵说服了老
伴，在自家承包的150亩地里率先开始

覆膜，不到两天工夫，透明薄膜就盖满
了整块麦田。看到村党支部书记带头
了，常楼村村民也纷纷效仿，全村麦田
覆膜面积突破700亩。

“如今，覆膜的麦地里长出的都
是‘一类苗’，老伴这回终于服气了。”
常绍兵看着眼前绿油油的麦苗，脸上
满是笑容，“今年预计亩产能达到600
公斤，比不覆膜的至少多产 100 公
斤。”

丰收的希望，不只在阿城镇。自
2月21日起，阳谷县18个乡镇（街道）
全面启动“夺夏粮丰收百日攻坚行
动”，并召开春季田间管理“科技壮
苗”现场会。阳谷县农业农村局抽调
技术人员，组成技术指导和工作督导

组，深入田间地头“把脉问诊”。各乡
镇（街道）也迅速成立相应组织，构建
起“乡包村、村包户、到地块”的网格
管理体系，层层压实夏粮生产责任，
全力稳产保丰。

记者了解到，连日来，阳谷县各
乡镇（街道）农业技术人员通过召开
技术培训会、在田间讲课等方式，因
地因苗因墒，指导农民追肥、适时适
量灌溉。

阳谷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一
级主任科员李斌告诉记者，全县开展

“夺夏粮丰收百日攻坚行动”，目的就
是抢抓春耕春管关键期，通过送技下
乡的方式，指导农民科学管理麦田，
为今年夏粮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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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欣欣

听 说 县 里 要 在
牛角店镇举行夺夏
粮丰收百日攻坚行
动启动仪式，并邀请
农技专家现场讲课，
东阿县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带头人、东阿
县牛角店镇种粮大
户张青非常兴奋。

2 月 22 日上午，
张青早早地就来到
会场——牛角店镇
胡 坑 村 的 麦 田 里 。
上午 9 时，全县各乡
镇（街道）负责人、农
技站站长、全县农业
新型经营主体及种
粮 大 户 200 余 人 到
达现场，一堂设在田
间的农技课准时开
课。

据了解，受去年
秋汛影响，东阿县小
麦播期推迟延长，小
麦晚播面积大、苗情
复杂、总体较弱。对
于承包了 1000 余亩
土地的张青来说，今
年小麦能否丰产丰
收，她心里没底。

好在，牛角店镇
党委、政府对小麦苗
情非常关心，不定期
组织农技人员到张

青的农场进行指导，根据实际情况
帮她制定田间管理措施，确保小麦
早发稳长。春节前，张青对农场的
土地进行了深翻，对消除多年来形
成的耕作层板结起到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这让张青看到了丰收的希
望。

“现在，对小麦实施镇压措施
主要是促进小麦分蘖和保墒，此
外，针对今年土壤的情况，对小麦
镇压还能松动土地表层硬皮，有利
于表层硬皮下的弱苗的生长，为夺
取夏粮丰收奠定坚实基础。”现场，
东阿县农业农村局研究员徐洪明
向在场人员就春季田间管理进行
了授课，讲解了提墒保温、促弱转
壮的镇压技术，以及针对当前小麦
存在的主要问题应采取的主要技
术措施，给当地农民群众吃了一颗

“定心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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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苑莘 通讯员 孙
占如）“从2月17日开始，我们租用
专用土地镇压机陆续对全镇麦田进
行了镇压，提高植株抗旱、抗寒能力，
促进麦苗早发稳长。”2月25日，莘县
妹冢镇农技站站长巩相景来到康园
村田间指导农户开展春季麦田管理。

连日来，妹冢镇扎实做好春季麦
田管理，各村庄认真落实麦田镇压、

施肥、划锄等管理措施，确保小麦丰
收。

为确保夏粮丰产丰收，妹冢镇党
委、政府成立了专门技术指导小组，
召开了全镇村干部及种粮大户参加
的麦田管理技术培训会议，实行科级
干部包管区、机关干部包村、村干部
包户，层层落实麦田管理责任。

“去年的秋汛使我们的冬小麦苗

情整体偏弱，现在正是春管的关键
期。镇上送技下乡，为群众提供镇压
保墒服务，可促使弱苗转壮，为夏粮
丰收打下基础。”农技专家李哲说。

为提墒、保墒，增强小麦抗旱能
力，妹冢镇政府租用了6台专用镇压
机，对秸秆还田质量不高导致土壤塇
松的麦田进行镇压作业，掀起了全镇
春季麦田管理的高潮。

妹冢镇租来农机服务春管

本报讯（通讯员 耿月锋）“今
年的小麦田间管理要以促弱转壮、保
蘖成穗为主攻方向，力夺夏粮丰收。
具体的管理措施是，镇压划锄、促苗
早发，肥水早施、促苗情转化，预防为
主、防治病虫草害。”2 月 20 日，临清
市农业农村局农技专家孙宪银在党
员夜会“红云课堂”上，为各乡镇（街

道）农技人员、农村党员、种粮大户等
讲解小麦促弱转壮的管理技术。像
这样的党员夜会，今年，临清市已经
举办了6期。

去年罕见的秋汛造成临清市冬
小麦大面积晚播，全市81万亩小麦苗
情复杂、弱苗比例高，给今年的夏粮
稳产丰收带来挑战。

为促使小麦由弱转壮，夺取夏粮
丰收，临清市抓住小麦春管有利时
机，组织农技人员白天察看苗情，夜
间充分利用临清特色党建党员夜会

“红云课堂”，直播宣讲小麦田间管理
技术知识，真正让麦田管理技术飞入
千家万户，助力“科技壮苗”行动走深
走实。

临清市党员夜会解田间管理难题

本报讯（记者 陈金路）为确保
今年夏粮丰产丰收，2 月 17 日，东昌
府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高级农
艺师王怀珍来到东昌府区兴农农机
专业合作社管理的梁水镇镇老任庄
村田间，现场为群众讲解当前小麦田
间管理的技术要领及促进苗情转化
的措施。

受去年严重秋汛影响，东昌府区

冬小麦播期时间长、跨度大、苗情复
杂，给田间管理带来前所未有的难
度，夏粮生产形势十分严峻。

王怀珍针对老任庄村小麦生长
的实际情况，指出了当前小麦生长存
在的问题，就如何促进苗情向良性转
化、让麦苗返青后越长越旺，提出了
具体的操作意见，并现场回答了群众
在春季麦田管理方面遇到的一些问

题。
作为托管项目实施主体，兴农

农机专业合作社有丰富的小麦种植
经验，针对复杂的苗情，及时采取相
关措施。该合作社在小麦播种后及
时覆盖地膜，促进小麦有效分蘖；针
对弱苗，合作社还制定了包含施肥、
除草、防虫害等内容的技术指导方
案。

东昌府区农艺师农技帮扶到田间

本报讯（梁丽姣）近日，茌平区
振兴街道办事处联合茌平区农业农
村局开展冬小麦“科技壮苗”专项行
动，组织农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
察看冬小麦生长情况，最大限度降低
晚播影响，确保夏粮丰收。

农业技术人员首先来到赵屯社
区，召集各村党支部书记、党员代表，

了解小麦春季管理方面存在的问
题。在赵屯社区翟庄村，技术人员与
农户深入交流，开展苗情调查，详细
了解冬小麦种植管理、长势等相关情
况。针对冬小麦生长过程中出现的
苗情弱、病虫害等问题，技术人员予
以耐心解答，提出问题解决方案。

赵屯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利

用集日农民群众较集中的有利时机，
带着麦田管理知识赶大集，现场为农
民群众答疑解惑，向农民群众发放管
理知识宣传页。

振兴街道还通过举办农民技术
培训班、发放相关资料等形式，引导
农民群众正确运用科学技术保苗壮
苗，全力确保冬小麦丰产丰收。

振兴街道把“麦”支招保丰收

■ 本报记者 赵艳君

2月22日下午6时许，天色渐暗，气温渐低。
在东昌府区梁水镇镇王辛村头，马胜宽望着眼前的麦

田面露喜色。
今年夏粮收获后，王辛村700亩位置优越、灌溉便利、成

方连片的高标准农田，将华丽升级为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
植示范田。一想到这，马胜宽精神一振，挺直了腰板，目光
中满是自信和希望。

马胜宽是聊城兴农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当天下午，他作
为种粮大户代表参加了东昌府区政府主办的签约仪式。按
照协议规定，他所在的合作社需提供4800亩土地作为玉米
大豆带状复合种植示范田。

签约仪式之后，马胜宽将市、区两级农业农村局相关负
责人及农技专家，领进了自己预留好的示范田里。

“4800亩高标准农田已准备好，只等今年夏粮丰收后，
推行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虽然是首次尝试这个种植新
模式，但有政府的政策支持，有市、区两级农技专家的技术
支持，我有信心打赢这一仗。”马胜宽向身边的东昌府区农
业农村局局长杜广平承诺。

“今天，包括兴农农机合作社、协农粮食种植合作社、辛
王顺丰家庭农场、金谷瑞农场在内的4家托管大户和种粮大
户一共认领了6000亩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任务。”杜广平
说，这无疑为东昌府区领跑全市“大豆振兴计划”、发展大豆
种植产业开了个好头。

杜广平介绍，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由单一作物种植
改为高低作物搭配间作，实现玉米产量基本不减、增收一季
大豆，是传统间作套种技术的创新发展，高效轮作、绿色增
收、提质增效“三位一体”，为扩大大豆种植面积、提高大豆
产能开辟了新的技术路径。

“玉米不减产，大豆又白捡。在外地，‘一田双收’已经
有了成功经验。聊城是农业大市，作为专业农业生产合作
社，我们有信心带领农民朋友，一起描绘好乡村振兴齐鲁样
板的聊城画卷。”说到这一创新种植模式的前景，马胜宽信
心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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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沈欣欣）“家人们，这款
藕粉零蔗糖、低脂肪，还添加了多种坚
果，营养价值高，请放心下单……”2月
16 日，元宵节刚过，东阿县刘集镇牛
屯村村民魏振华便开始忙碌起来，开
启直播模式，向全国网友推介一款藕
粉。

2021年6月，善于学习新知识新技
能、适应新形势新环境的魏振华开通了
直播带货抖音账号，开始试水拍短视
频，记录农村生活。经过几个月的努力
与坚持，他的粉丝数量达到60万人，成
功实现了从新型职业农民到网红主播
的转型。

魏振华的转型成功，得益于刘集镇
开展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活动。近年
来，刘集镇不断加大新型农民培训活动
开展力度，累计培训1万多人次，培训

新型职业农民 50 余人，为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储备了大量人才。

2021年8月，魏振华报名参加了刘
集镇举办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班，学习
电商直播，并在“聊城市首届网红帮扶
助农直播带货比赛”中获得亚军，成为
远近闻名的直播带货主播。

在新型农民培训活动开展过程中，
刘集镇通过农产品电子商务培训微信
群、刘集镇农产品农业技术培训微信群
等下达学习计划，组织线上教学。同
时，该镇组织村干部利用新媒体设备，
播放、下载视频，对农民群众进行农业
实用技术培训，普及农业网络科技知
识。该镇建立农产品电子商务基地，利
用新媒体技术做好农产品推广宣传，以
销售带动生产，培植农村新业态，不断
推进乡村振兴。

刘集镇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助力乡村振兴

■ 本 报 记 者 蒋红帅
本报通讯员 何勇

2月16日，在阳谷县阎楼镇于便村
旁边的一条乡道上，2台大型挖掘机不
停地挥动着巨大的机械臂，对路肩进
行维护。该镇公路建设负责人王伟一
边察看工程质量一边说：“农村道路像
纽带一样把党委政府和老百姓连接到
一起，不仅拉近了村与村、镇与村之间
的距离，给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便
利，也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打下了
坚实基础。”

王伟介绍，去年雨水较多，造成乡
村道路多处路肩塌陷，不但给群众出
行造成不便，而且存在安全隐患。群
众利益无小事。新春开班后，阎楼镇
镇村干部走遍全镇每一个村庄、每一
条村路，摸清了道路损毁的实际情况，
决定对受损道路立即进行修护。

阎楼镇划定重点、制定标准，重点
对路容路貌、路边沟、绿化树木、林台
草线、道路沿线设施等进行规整，确保
整修完成后，达到路面通畅、路肩平
顺、路界干净、路旁绿化、沟坡整洁、道

口安畅、设施完好、标志清晰的标准。
阎楼镇成立了领导小组，制定整修方
案，由镇主要领导盯岗到位，保证了修
护工作的高质高效推进。

乡村振兴民心路的修护，切实提
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在于便
村道路施工现场，观看施工的村民纷
纷竖起大拇指。

“这条路紧挨着河，贴着路边走，
一不小心就可能掉到河里，有了路肩
就感觉安全多啦。这路真是修到了咱
心坎上！”63岁的村民陈连城说。

“连城叔说得对！这两边增加了
路肩，路直接宽了1米多，我开车技术
不好，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开到河里
了。”村民王秀萍的话引得旁边的村民
哈哈大笑。

阎楼镇镇长张锋介绍，自开展路
肩整修工作以来，阎楼镇共出动9台大
型长臂挖掘机、12 台机动三轮车和 60
余名人员。目前，辖区内路肩需要整
修的13条水泥路已全部整修完毕，总
长13公里，确保了沿线群众的安全出
行，得到群众的高度认可。

道路平 民心畅

本报讯（刘桐） 为进一步推进生
活垃圾分类工作，增强群众的垃圾分
类意识，连日来，高唐县固河镇在西城
社区开展垃圾分类入户走访宣传活
动。

活动中，固河镇环卫办、妇联和团
镇委等部门工作人员向社区群众发放
宣传明白纸，并通过现场讲解垃圾分
类的意义和必要性、垃圾的危害以及

如何进行垃圾分类等知识，增强社区
群众的垃圾分类意识，引导他们自觉
参与垃圾分类。

按照计划，此次垃圾分类宣传活
动将首先在7个村庄进行，然后，以点
带面，逐步在全镇开展。目前，固河镇
已为这7个村庄配备了分类垃圾亭，分
别放置了1个有害垃圾桶、1个可回收
垃圾桶和4个其他垃圾桶。

固河镇扎实开展垃圾分类宣传

2月24日，市农业技
术推广服务中心正高级
农艺师张素芳（左二）在
高唐县清平镇桑园村麦
田里为群众讲解田间管
理措施。当日，全市春季
田间管理（科技壮苗）现
场会在茌平区、高唐县召
开。

自夺夏粮丰收百日
攻坚行动启动以来，全市
各级农业农村部门积极
行动，通过上技术、上措
施，最大限度克服去年秋
汛带来的不利影响，迅速
掀起促进苗情转化升级
的高潮。

■ 本报记者 张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