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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图 本报记者 赵宗锋

3月23日上午，东阿县牛角店镇
黄起元村的一个草莓大棚里，果香扑
鼻，游客尽情地畅游在春日的“莓”好
时光之中。

村党支部书记尹承荣端着两盒
草莓，打起了广告：“我为黄起元的草
莓代言！”

这个 56 岁的汉子，话语间自信
满满。

省级美丽乡村黄起元村，当年是
全镇有名的“后进村”，如今成了全市
有名的“明星村”。该村大力发展草
莓产业，蹚出了一条充满果香的乡村
振兴新路子。

占地2000余亩的草莓采摘基地
里草莓大棚达 326 个。近年来，以

“种植+休闲观光”相结合为发展路
线，该村建成了集生态采摘、休闲观
光于一体的示范园区，连续举办三届
草莓采摘节，成为聊城市最大的草莓
采摘基地。

在这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对
草莓产业实行统一管理和标准化服
务，形成了从育苗到栽培、从管理到

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条，直接带动新增
就业800余人，辐射周边多个村庄。

“一个草莓大棚每年纯收入七八
万元，一点问题都没有。”尹承荣自豪
地说。

有自豪，更有感慨。尹承荣谈起
十几年间黄起元村的“创业史”，念念

不忘的是一本“学习经”。
“群众一开始肯定是有顾虑，我

就带着大家外出学习，回来再结合实
际，探索自己的路子。”尹承荣说，多
年间，他和党员群众的学习路线涵盖
了青岛、北京等多个城市。群众种植
经营水平不断提升，产品品类更是不

断拓展。村里投资 700 余万元建设
了连栋温室樱桃大棚100余亩、葡萄
大棚 100 余亩，实现了优势互补、百
花齐放。

“直到现在，我们学习的脚步也
从未停止。”尹承荣说，学习的过程
中，才能发现更优良的品种、更先进
的管理和发展模式，才能“换脑子”，
成为科学种植的“行家里手”。

“学习经”，也是“人才经”。让尹
承荣尤其高兴的是，近年来，良好的
致富效应吸引了村里在外打工的300
余人回乡创业，50 余名年轻人成为

“棚二代”。他们成为新型职业农民
队伍里的生力军。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近年来，
聊城市努力营造乡村人才发展良好
环境，激励各类人才在农村施展才
华、大显身手。在茌平区贾寨镇耿
店村建设了乡村实用人才培训学
院，面向全市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育、
乡村实用技术人才培训。积极探索
开展农民职称评定，选拔培养了一
批“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土
专家”“田秀才”，为推动乡村振兴奠
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草莓书记的“学习经”

尹承荣为黄起元村草莓代言

■ 本报记者 王军豪

“原来自己的地里不能种树啊，我
还以为自己的地想种啥就种啥呢！”

“是的大爷，一般农田和永久基本
农田是不允许种树的，这是《土地管理
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
的明确规定。”

“知道了知道了，我回去也跟孩子
们说一声。”

这段对话发生在3月25日高唐县
赵寨子镇的大集上。当天，高唐县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5名工作人员像往常
一样来“赶集”。说是“赶集”，但他们
不是来买东西，而是来宣传耕地保护
政策的。

“我们用这种方式向大家宣传耕
地保护相关政策，就是要让耕地保护
深入人心，凝聚起耕地保护的强大合

力。”高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周
忠安说。从今年年初开始，该局已经
举办了20余次这样的活动。

耕地保护，事关国家粮食安全，事
关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高唐县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真抓实干、寸土必珍，将
耕地保护责任牢牢扛在肩上，守好百
姓“粮袋子”。2022 年，高唐县荣获国
务院大督查土地计划奖励指标 1000
亩；在2021年度耕地保护激励评价工
作中名列全市第一，荣获奖励指标100
亩、奖励资金200余万元。

“执法跟着图斑跑”，一度是自然
资源部门工作的痛点之一。为杜绝这
一问题，在高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的推动下，高唐县人民政府出台了《关
于对建设项目启动自然资源和规划政
策咨询制度的通知》。《通知》要求，全
县范围内所有动土动工、翻新翻建的

建设行为，未取得开工许可证的，动工
前均需向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咨询规
划及用地手续办理情况，确认无问题
后方可动工建设，决不允许本末倒置，

“先上车、后买票”。位于清平镇的某
公司计划建设一养殖项目，将选址坐
标向高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咨询
后，得到了准确回复——位于自然保
护区内，紧靠生态保护红线，建议在自
然保护区未调整前不实施该项目或另
行选址。“多亏了提前咨询，要不我们
的项目就是违建了。”该公司负责人
说。对于问题线索，高唐县将全面推
行自然资源执法监察即知即改即罚制
度。执法人员巡查发现、各基层田长
巡田上报的问题线索经核实后，以督
办函的形式下发属地镇街或建设主
体，7天内整改到位。整改不到位的，
纪检监察部门将启动问责程序，同步

追究基层田长、涉案企业、属地镇街或
相关部门责任。

针对各镇街自然资源服务中心人
员分散、结构性差的实际，高唐县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将13个自然资源服务中
心整合为东城区、西城区两个自然资
源服务分中心，由综合业务熟练、执法
经验丰富的科级干部担任负责人。分
中心实行集中管理、集中办公、集中调
度，人多力量大的优势得到充分体
现。分中心对辖区卫片执法工作全权
负责，集中履行卫片执法、日常巡查、
复垦督导等各项执法职责，有效规范
了自然资源和规划管理秩序。

据2021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显
示，高唐县2021年耕地面积较2020年
增加7000余亩。珍惜每寸土地，守好
这方沃土，高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一直在路上。

守好这方沃土
——高唐县深化耕地保护走笔

本报讯（记者 张洁）记者在3月
27日市政府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
到，2023年3月30日—4月5日，冠县将
组织举办“乡村好时节·LET'S购”2023
冠县第十八届梨园文化观光周活动，
让更多游客走进冠县、了解冠县。

发布会上，冠县县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刘晓静介绍，本次活动以“阳春三
月游冠州”为主题，于3月30日上午在
冠县“中华第一梨园”风景区举办第十
八届梨园文化观光周启动仪式，并相

继开展冠县春游线路发布、梨园国风
嘉年华、景区联动打卡、非遗荟萃活态
展演、国风市集、拍美人美景·赢畅游
红包等十余项精彩活动，让广大游客
尽享梨园春色、花开美景和丰富多彩
的“文化盛宴”。

冠县旅游发展服务中心主任郭英
集介绍，中华第一梨园风景区属国家
AAA 级旅游风景区、全国休闲农业与
乡村旅游示范点、省级农业旅游示范
点、山东省最具成长力景区、山东省诚

信旅游示范单位、省级森林公园。风
景区按照“春赏花、夏看绿、秋尝果、冬
品树”的发展思路，建设有梨王宫、寒
露寺、百草园、梨文化博览馆、观花栈
道、观雪台、梨园大戏台等十三个景观
单元和60多个各具特色的景点。今年
又在原景观基础上，对园区做了进一
步改造提升，增加了如网红彩绘公路、
梨形观景台、网红秋千、“梨园音韵”国
潮打卡、亲子乐园等20余处网红打卡
景观。

冠县梨园文化观光周作为冠县文
旅康养产业链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已连续举办了十七届。作为聊城持续
时间最长、举办规模最大、届数最多的
节庆活动之一，已成为聊城旅游行业
重要的节庆品牌。

目前，该县共有4A级景区1处、3A
级景区6处，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
示范点 1 个，省级工业旅游示范点 1
个，省级特色景观旅游名镇1家，省旅
游特色村4家。

冠县第十八届梨园文化观光周3月30日启动

本报讯（记者 王军豪）记者3月
26日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了解到，
由该局牵头编制的《聊城市梨投入品
使用规范》将于 4 月 8 日起正式实施，
这也是全省首个梨投入品使用方面的
市级地方标准。

该项地方标准旨在进一步加强食
用林产品质量安全，主要适用于我市
大冠稀植和集约密植两种栽培模式种
植的梨园。标准明确规定了农药类
使用规范，肥料类使用规范，植物生
长调节剂、育果袋、多功能防护网等技
术要求。

聊城作为鲁西平原梨主产区，梨
树种植历史悠久，全市种植面积7万多
亩。随着近年来种植梨树经济效益的
提高，全市梨树品种日益丰富，既有传
统品种鸭梨、丰水、黄金、新高、绿宝石
等，又引入并推广了山农酥、秋月、早
酥梨、新梨 7 号、奥红 1 号等新品种。
该项标准的实施，将进一步规范提高
梨树生产的安全标准化水平，帮助果
农在生产操作中有章可循，有助于避
免污染环境投入品的使用、保护生态
环境涵养水源、增加土壤有机质，促进
聊城梨产业高质量发展。

《聊城市梨投入品使用规范》
4月8日起正式实施

本报讯（朱黎明） 3 月 26 日，全
市春季农业生产暨“吨半粮”高质量创
建誓师大会在聊城市孔繁森精神教学
基地召开，副市长张建军出席会议并
讲话。

会议指出，要认真落实中央和省
工作要求，整合良种、良田、良技、良
机、良制等优势资源，推动大面积单产
提升尽快落地见效，深入推进实施粮
食绿色高质高效行动，将我市尽快打
造成为沿黄绿色粮仓。要抓紧抓实春
季麦田管理，因地因墒因苗搞好肥水
调控，全覆盖实施“一喷早三防”，尽最
大努力提高小麦单产水平。要抓紧抓
实农资农机服务保障，密切关注供需

动态，做好生产、调运、监管等各环节
工作，确保满足农业生产所需。要抓
紧抓实农业防灾减灾，着力防范“春季
干旱”“倒春寒”“病虫草害”。要积极
引导扩种春玉米、春大豆、薯类等春播
粮食作物，确保全年粮食播种面积只
增不减。要抓紧抓实大豆和油料生
产，加力扩种大豆、稳定油料生产，确
保蔬菜、肉蛋奶稳定安全供给。

与会人员观摩了东昌府区斗虎屯
镇1.5万亩“吨半粮”创建示范田，举行

“吨半粮”高质量创建启动誓师仪式，
现场查看了聊城市博凯农机专业合作
社农机装备、社会化服务情况。

全市春季农业生产暨“吨半粮”
高质量创建誓师大会召开

3 月 26 日，新力
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工
作人员在检查空气过
滤器产品。

聊城市以高水平
科技创新赋能高质量
发展，通过搭建人才
平台、强化要素保障，
引进优质项目，助推
产业提质增效。
■ 本报记者 朱玉东

本报讯 （记者 侯莎莎 通讯员
吕彦霞） 3 月 24 日，走进位于度假区
李海务街道米仓村路西的山东悠哉坊
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车间内，用于食品
包装的塑料箱整齐码放。依托线上线
下销售渠道，公司生产的五谷杂粮养
生类、减脂代餐类、糖友控糖类、儿童
营养辅食配餐类产品，每天从这里发
往全国各地。

直播间里，公司主播正向网友介
绍公司的主打产品。“绿色健康零添
加”的品牌定位和“把健康带给身边每
个人”的企业使命吸引了广大网友的
目光。公司展板上“因为是妈妈，所以
无添加”的标语尤为醒目。眼前，兔
子、老虎等卡通造型的果蔬小馒头栩
栩如生。

“我们专门做了调研，了解孩子的
喜好和身体状况，考虑到有的孩子对
蛋白过敏，我们在制作产品时不放牛
奶，原料为纯果蔬汁和面，只放一点点
椰油。”公司负责人邴彤彤介绍。

乡村振兴，离不开好项目发挥辐
射带动作用。该公司在抖音、快手、拼
多多、淘宝等平台上销售数据表现抢
眼。值得一提的是，借助抖音平台，公
司利用达人、短视频带货和自播的方
式，合作的头部、腰部带货达人1万名，
销量最高做到抖音平台同类产品全国
排名第二，成为抖音官方MCN机构。

借助流量，公司直播间还为度假区其
他土特产，如蒲公英根茶、燻香醋等带
货，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未来，公司计划打造悠哉坊养生
类食品加工一体化项目，此项目集“养
生产品加工厂+仓储+物流+云仓+直
播+培训”于一体，引进“物联网＋工
业”高科技，将物联网监控技术，应用
于食品加工和生产管理中，带领企业
向规模化、集约化、工业化、标准化、高
效化方向发展。

预制菜是现代农业与食品产业融
合发展的新兴产业，是延伸农业产业
链、提升价值链的一次产业革命。为
助力企业发展，度假区积极落实《关于
扶持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奖励措施的实
施意见》，重点支持纳入企业倍增计划
的预制菜企业。

该区在改革创新上下功夫，充分
发挥比较优势，加大政策、资金扶持力
度，以产业融合的方式提升农产品加
工业发展水平，推动农业现代化。加
强特色及小微预制菜企业培育扶持，
构建“个转企、小升规”梯次发展格
局；实施预制菜企业品牌培育行动。
通过线上线下等方式，加强与电商平
台合作，通过举办预制菜大赛、研讨
会、论坛、招商推介会、新品展示会等，
强化宣传推介，打造一批“网红”预制
菜品。

度假区加强预制菜企业培育扶持

本报讯（记者 林晨） 3月26日，
山东省市地报2022 年度新闻奖出炉，
聊城日报社选送的 13 件作品全部获
奖，包括一等奖 4 件、二等奖 4 件、三
等奖5件。

其中，消息《信发集团卖“碳”卖
出 5.89 亿元》（作者：张英东 编辑：张
小石 崔淑静），通讯《一场守护美好
的“双向奔赴”——莘县 40 名外卖小
哥当上城市治理“合伙人”》（作者：王
军豪 编辑：张洁 于伯平）、《种蒜黄
的“北漂”回乡了》（作者：张英东 郭
宇 编辑：张洁 钟伟），重大主题报道

《心怀“国之大者”实现共同富裕
——聊城助力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
板的生动实践》（作者：王培源 编辑：
吕臻 钟伟）获一等奖；消息《聊城在
全省首推歇业帮扶制度》（作者：曹天
伟 李茜 编辑：李兆宪 于伯平），通
讯《与疫情赛跑的 14 个日夜》（作者：
曹天伟 朱桂林 赵永斌 编辑：路子
强）、《当一名能帮群众解决问题的人
——记人民调解员马建新》（作者：王
军豪 编辑：路子强 吕臻），典型报道

《做一个新时代的中国农民更自豪
——冠县兰沃乡大曲村纪事》（作者：
朱海波 编辑：钟伟）获二等奖；消息

《市政府常务会建立“每月一题”工作
机制》（作者：薛蓓蓓 编辑：路子强
吕臻），通讯《“倔”姑娘抗疫》（作者：
申东方 编辑：吕臻）、《一个项目 三
方共赢》（作者：侯莎莎 米雪 编辑：
钟伟 于伯平）、《我家种地用“北斗”》
（作者：朱玉东 张振祥 编辑：崔淑
静），系列报道《聊城市党政考察团考
察亮点展示》（作者：申东方 编辑：路
子强 李兆宪）获三等奖。

近年来，聊城日报社坚持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守正创新、锐意进取，
精心策划主题宣传，组织记者蹲点走
基层，开展短消息大赛、现场新闻大
赛等系列活动，理论评论、时政新闻
和社会民生宣传等出新出彩，越来越
多的新闻产品被央媒、省媒、行业报
刊和学习强国等平台转发，并荣获省
级以上奖项，报社的传播力、影响力
不断增强。

山东省市地报2022年度新闻奖出炉
聊城日报社13件作品全部获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