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 农 村·公 益 广 告4 2023 年 9 月 21 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朱玉娟 美编：李旭 校对：赵鹏

本报讯 （记者 王培源） 9 月 15
日，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在 9
月4日农业农村部发布的第三批全国
乡村治理示范村镇名单公示公告中，
我市阳谷县侨润街道国庄村、莘县十
八里铺镇苏堂村、高唐县琉璃寺镇营
马新村被评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
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
的意见》部署安排，农业农村部、中央
宣传部、司法部联合开展第三批乡村
治理示范村镇创建工作。经地方推荐
和专家评审，拟认定北京市大兴区庞

各庄镇等100 个乡（镇）为第三批全国
乡村治理示范乡镇、北京市朝阳区高
碑店乡高井村等1003个村为第三批全
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对于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来说，建
设是基础，治理是关键。近年来，我市
坚持把乡村治理作为农村稳定的重要
抓手，坚持以党的组织建设带动各类
组织建设，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
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探索
推行网格化管理、数字化赋能、精细化
服务，全面提升乡村振兴治理效能，着
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
局，走深走实乡村善治之路。

我市3个村
入选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本报讯（记者 马永伟 通讯员 孙
通）“按照今年油葵产量每亩 240 公
斤，市场价格每公斤5.6元，可实现亩均
收益1344元，去除种植成本，净收益每
亩690元。按分红比例，村集体可实现
亩均收益138 元，200 亩油葵共增加村
集体收入2.7万元。”9月16日，高唐县
梁村镇刘百户村党支部书记刘冬冬给
记者算了一笔账。

刘百户村位于高唐县梁村镇政府
驻地东南4公里处，现有120户512人，
党员23名，耕地面积2300亩。今年以
来，刘百户村创新“党建+金融”模式，
推动党建工作与金融服务有机融合，走
出了一条金融赋能、特色鲜明的党建引
领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据了解，刘百户村党支部领办的恒
银农业综合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现有
2台无人机、3台旋地机、3台播种机以
及各种农用拖拉机10余辆。合作社利
用“强村贷”贷款160万元、“农耕贷”贷

款40万元，共计贷款200万元，解决了
合作社运行资金问题，打通了刘百户村

“党建+金融服务”的“神经末梢”。截
至目前，合作社共计流转本村及周边村
土地1200余亩，去掉各项成本，每亩纯
收入500元左右。合作社采取“保底+
分红”模式，根据地块盐碱程度，保底费
在每亩500—1000元之间，纯收益按照
农机公司15%、合作社30%、集体20%、
农户35%的比例分红，村集体每亩收益
100余元，每年可增加收入12万元。

刘百户村土地盐碱度高，小麦产量
低，经长期考察，刘冬冬发现油葵对盐碱
地有改良作用，每年3月份种植，7月上
旬成熟，收割后还能接着种一茬玉米，具
有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在去
年试种 40 亩的基础上，今年合作社流
转土地200亩进行油葵种植。“下一步，
我们计划对土地进行测土配方，合理配
比肥料，改变地力，提高作物产量，带领
群众致富、集体增收。”刘冬冬说。

梁村镇

金融创新“贷”来乡村振兴新活力
9月 16日，信发

现代农业产业园内，
工作人员正在管护草
莓。

该产业园是集科
技研发、特色种植、旅
游体验于一体的现代
农业产业示范园区。
园区采用玻璃温室三
层立体种植技术，对
草莓进行无土栽培，
自研肥水系统自动滴
灌，极大提高了草莓
的品质和产量。
■ 本报记者 朱玉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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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军豪

9 月 20 日下午，秋高气爽。位于
阳谷县寿张镇薛王村的白蜡林里，阳
光透过树体上一个个菱形孔洞，在地
面上形成明暗交织的树影。白蜡树
常见，但这种造型的白蜡树不常见，
它由多株长势良好的白蜡小苗组合
而成，要用两年的时间才能打造成功，
这一造型也被称为“中国结”。

看到记者惊叹于白蜡树的新奇造
型，德鑫蚯蚓养殖有限公司负责人薛
洪志说：“走，我带你去树林里看看，那
里还有好东西。”

薛洪志领着记者向树林深处走
去，不远便能看见地面上有一排排地

垄，这便是他说的“好东西”。
“这里是公司主要的蚯蚓养殖基

地，基地面积大约260亩，亩产量已经
超过1600公斤。”薛洪志介绍。

秸秆养殖区、污泥养殖区，基地里
的蚯蚓养殖区界限分明，二十多名村
民正在收获蚯蚓。“蚯蚓喜阴，用刮板
将上层的牛粪和肥料刮去，蚯蚓便会
往下钻，等蚯蚓钻下去再刮去一层，这
样重复几次，蚯蚓便能集中收获了。”
薛洪志说，村民在这里务工，每人每天
工资130元，既能增加一份收入，又不
耽误照顾家里。

对于收获的蚯蚓，薛洪志不用愁
销路，有客户上门收购。“直接在地头
就卖了，这几天每天都有客户。”他养

的蚯蚓品种主要是大平二号，目前每
公斤售价达十二三元，“每亩地净收入
七八千元。”今年养殖蚯蚓收益不错，
看得出来，薛洪志也很高兴。

谈起养殖蚯蚓的初衷，薛洪志说，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外地看到有人
养殖蚯蚓，“当时还挺纳闷，蚯蚓除了
钓鱼用还能干啥？后来仔细了解，才
发现它全身是宝。”蚯蚓不仅能用作
鱼饵，还是一味中药材，甚至连它的
排泄物都是优质的有机肥，在促进作
物生长、抑制病害和改善土壤肥力等
方面均有显著效果。

在薛洪志看来，养殖蚯蚓并不难，
猪、牛、鸡等畜禽粪便和秸秆、生活污泥
等都可以用作原料。“我们养殖的蚯蚓

正在收第四茬，每年一共能收8茬，可
以说一直在丰收。”薛洪志介绍，蚯蚓雌
雄同体，繁殖力很强。每条蚯蚓能产40
多个卵，每个卵能出六七条蚯蚓，而从
卵到成虫产卵，仅需要40天的时间。

这几年，薛洪志先后投资 400 余
万元建立了 3 处林下蚯蚓养殖基地，
总面积 360 余亩，年产鲜活蚯蚓 30 余
万公斤、干蚯蚓 2 万余公斤、蚯蚓粪
3.2万立方米。

林下蚯蚓养殖，不仅净化了环境，
实现了废弃物再利用，还破解了林业
经济周期长的弊端。靠着养殖蚯蚓，
薛洪志干出了名头，如今，已有十几人
慕名而来，跟着他在林下经济发展中
大显身手。

白蜡林下养蚯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