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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苑莘

10月22日，来到高唐县梁村镇
韩寨供销社，仿佛进入了金色的海
洋。饱满的玉米铺满了晾晒场，场
四周是装满玉米的网笼，网笼足有
两人高，仿佛一面黄金城墙。

“这是一万亩玉米田的收成，今
年我们实现了产量效益双丰收。”满
眼的金黄色让供销社负责人李清涛
心情很好：玉米棒子价格为每公斤
1.4元至1.44元，比去年贵不少，产量
也增收20%左右。

李清涛为何会收获如此多的玉
米？原来，他还有个身份——供销
社办企业高唐县硕农农业服务有限
公司的负责人。硕农公司是当地规
模数一数二的“粮田管家”，为周边3
个乡镇、19个村集体、3500余户村民
提供土地托管服务，服务面积23000

余亩，其中全程托管11000亩。可以
说，“粮满仓”是李清涛今年最大的
收获。

“粮田管家”的服务方式分全托
管 和 多 环 节 托 管 两 种 模 式 。 自
2016 年开始，不少小农户、种田大
户、合作社、村领办合作社都成为了
他们的客户。李清涛介绍，公司的
全托管模式主要有分红式、流转式、
服务费式三种。其中，对于小农户、
种田大户采取服务费式全托管，群
众可以拿到保底收入和分红。对于
村领办合作社也采取保底加分红模
式，合作社分红后，按约定对农户进
行二次分红，分红比例不低于合作
社分红的 60%。此外，针对一些种
田大户和合作社，由“粮田管家”出
资种植，按收成进行五五分红，这种
模式不受价格和时间约束，公平合
理。这种五五分红的模式下，该公

司已打造了2000亩“吨半粮”土地。
而多环节托管模式则比较灵

活。硕农公司按照市场价对小农
户、种田大户、合作社提供托管服
务，服务内容主要有种、肥、药供
应，耕、种、管、收农机作业，农产品
代收代存、烘干，订单农业种植、测
土配方施肥等。“今年，我们已服务
种植面积 12000 亩次。”李清涛介
绍。

当好“粮田管家”，韩寨供销社
及旗下硕农公司靠的是持续提升服
务农业的能力。硕农公司在上级社
的项目资金支持下，连续两年投资
1700 万元，建设了粮食周转库 1000
平方米、农机库900平方米、智能配
肥站 1000 平方米、晾晒场 13000 平
方米、粮食标准库 7500 立方米，配
备了烘干塔、色选机、筛选机、脱粒
机、播种机、收割机、植保无人机等

现代农机具50余台（套）。目前，韩
寨供销社已经从过去单纯的农资供
应、农机作业服务，发展成为集农资
直供、智能配肥、统防统治、农机作
业、农民培训、烘干收储、粮食销售
等功能于一体的土地托管综合服务
平台。

“目前，我们的服务能力基本
达到饱和，正在计划新建盖洼为农
服务中心，服务梁村镇以北的农
户。”李清涛表示，作为全国总社的

“基层社标杆社”，他们将以土地托
管为己任，以社会化服务为突破
口，以助农增收为目的，为农民提
供全方位、全产业链的农业服务，
为种田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
社、小农户提供精细化服务，为党
支部领办的合作社开展全方位“保
底+分红”式的土地托管服务，全面
助力乡村振兴。

丰收的金色从哪里来？

■ 本报记者 林晨

田间沟渠流水潺潺、村庄道路
干净整洁、农家小院错落有致、村民
笑脸溢满幸福……金秋十月，走进
茌平区韩屯镇北孟村，一幅生态美、
乡风淳的和美乡村新画卷正徐徐展
开。

“几年前，我们村的环境可不是
这样。那时候，村里排水系统不完
善，大家就直接把家里的污水排到街
上、沟里，搞得池塘里气味熏人，大街
上臭水横流，下雨时更是难以下脚走
路。”10月22日，北孟村村民尹绪华

回忆。
“当时，我镇的污水处理设施不

是很完善，污水集中收集处理能力
差，造成群众只能自行排出生活污
水，给村内环境和沟渠池塘造成了
一定的污染。”镇生态环境办公室负
责人刘兆立告诉记者，为破解这一
难题，韩屯镇集思广益，根据农村生
活污水现状，系统规划、合理布局污
水处理设施设置，采取集中处理、分
类处理相结合的方式，逐步提高农
村生活污水收集率。

针对居民住宅区域局部集中的
村庄，该镇单独铺设雨污分流管网

21 公里，建设了冯郎、后西、北孟等
污水处理站；针对人口居住相对分
散的村庄，采用整村收集、集中转运
的方式，积极探索污水治理与资源
化利用相结合、工程措施与生态措
施相结合的处理工艺，推进农村生
活污水就近就地资源化利用。

目前，韩屯镇累计建成农村生
活污水集中处理设施4座，每日可处
理1500 立方米污水，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率达到25%。同时新建污水管
网16.2公里，新增污水转运车1辆、
粪污转运车4辆，有效提高了污水运
转效率。

为进一步提升污水处理效率和
质量，韩屯镇还对镇污水处理厂进
行了技术改造，并打造了“智慧污水
治理综合管理平台”，以信息化手段
实时记录辖区内各企业生产数据，
让污水处理更加精准。

在一系列硬措施的实施下，韩
屯镇河流湖泊和地下水水质监测结
果始终处于优良区间。“接下来，我
们将继续以推进和美乡村建设为抓
手，不断抓紧抓实农村污水处理工
作，进一步优化人居环境，打造更加
舒适、美丽、宜居的乡村环境，让群
众的生活更幸福。”刘兆立说。

村里的污水不见了

本报讯 （记者 苑莘） 10 月 24
日，记者从市供销社了解到，日前，全
省供销社土地托管现场推进会在我
市高唐县召开，来自省供销社和各地
市的供销社负责人齐聚一堂。市供
销社在大会上作典型发言，我市土地
托管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经验获全省
推广。

过去几年，市供销社以土地托管
为重点，健全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
力，创新服务方式，有效破解了农业
发展的难题，实现了村党组织强基、
村集体经济壮大、农民收入增加和供
销社发展的多赢局面。目前，全市供
销系统每年环节托管、全程托管服务
面积在 260 万亩以上，农业社会化服
务 540 万亩次以上。市供销社农业社
会化服务试点面积 12.5 万亩，目前已
落实签约 11.16 万亩，预计 11 月底全
部完成。

通过积极努力，市供销社已搭建
起土地托管服务平台。2021年7月，市
政府专题印发了《关于支持供销社增
强为农服务能力的实施意见》，大力支
持供销社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恢复设立了改革发展专项资金（每年
400 万元），批准成立了供销社投资运
营平台，为土地托管工作提供了有力
保障。市供销社组织全市系统社有企
业、开放办社企业60余家，组建成立聊
城市供销农业服务协会，整合种子、农
资、农机等各类资源，联合提升系统土
地规模化服务能力。积极对接农担、
银行、保险等机构，争取低息贷款和优
惠保险项目，为土地托管工作提供全
方位服务。近年来，全市供销系统建
设为农服务中心113个，基本实现了涉
农乡镇全覆盖。其中，具有全托管服
务能力的 19 个，具备 3 项服务功能以
上的73个。

全省供销社土地托管现场会在聊召开

我市土地托管经验全省推广

本报讯 （记者 王军豪 通讯员
孟庆虎）“当天的活动太精彩了，让我
们老有所学、老有所乐。以后，我们要
继续发光发热，共同构建美好家园。”10
月24日，莘县燕塔街道75岁的老党员
王德华说。

为弘扬中华民族尊老爱老的优秀
传统，加大社会对老年人的关心关爱，
提升群众满意度，10月22日，燕塔街道
开展了“我们的节日·重阳”系列活动。

“参加这次重阳节文艺汇演，大家
劲头十足，都拿出了看家本领。表演
的节目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形式多样，
展现出了我们中老年人的形象和风
采，表达了我们热爱生活、热爱健康、
热爱家乡的美好心声。”参演者祝爱莲
表示。

今年以来，燕塔街道通过开展“公
益大集”“周末大戏台”“我们的节日”
等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打
造“莘情绘益”“戏缘剧社”“公益课堂”

等项目品牌。该街道组织辖区文艺文
化骨干提炼本土文化特色，编排了以
政策宣讲、移风易俗为主题的戏曲、广
场舞、快板等原创节目，创作出一批反
映群众思想实际、带动群众转变观念、
激励群众奋发向上的优秀文艺作品，
激发了农村群众参与文化活动的热情
和自觉。

“我们将继续加大对文艺活动的投
入，让广大居民在家门口就能看到高质
量的文艺节目，同时也带动更多文化能
人积极踊跃地走上舞台、展示自我，最
大限度满足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新
需求、新期待，不断提升群众满意度。”
燕塔街道党工委书记宋保华表示，乡村
文化振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
内容，也是“让群众生活更上一层楼”的
必然要求，燕塔街道积极引导农民忙时
务农、闲时从艺，积极传播健康向上的
文化，丰富乡村文化生活，促进农村文
化文艺“活起来”“火起来”。

燕塔街道

主题活动庆重阳

本报讯（通讯员 孙睿）“红军不
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10月
22 日，东昌府区古楼街道向阳社区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里，传来了一阵阵读
书声。该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携手
蒲心社工、聊城大学的大学生青年志
愿者，为辖区青少年带来的红色教育
文化课在这里开讲。

课堂上，志愿者细致耐心地为小
学生解答作业中遇到的问题。随后，
志愿者任欣茹以“用血肉之躯堵敌人
枪眼，开辟一条胜利之路的黄继光”
为主题，向孩子们讲述了上甘岭战役
中，年仅 21 岁的黄继光在多处负伤、

弹药用尽的情况下，用自己的胸膛堵
住敌人正在喷射火舌的枪眼而壮烈
牺牲的故事。孩子们认真专注地聆
听那段感人的英雄故事，内心深受触
动，纷纷站出来主动分享自己熟知的
英雄故事，抒发自己的爱国情、报国
志。

“益童课堂”的开办是向阳社区党
委服务“一老一小”、托起“朝夕美好”
的一个缩影，不仅解决了周末及节假
日期间辖区部分家庭孩子无人照看的
问题，还发挥了大学生志愿者的优势，
为“一老一小”创造更加美好、更高品
质的幸福生活。

古楼街道

“益童课堂”开课

本报讯（记者 夏旭光）“我去信
用社取钱花，一看卡上多了2640元，一
打听才知道是孩子们交的孝心钱和镇
上给的补贴。有这样的‘孝善养老’帮
扶好政策，俺真是太高兴了！”10月23
日，临清市唐园镇瑶坡村的刘丕芳老
人乐呵呵地对老伙伴们说。

为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弘扬孝老敬老传统美德，唐园镇根
据相关要求，面向辖区脱贫享受政策
和即时帮扶户中的60周岁以上老年人

开展“孝善养老”帮扶工作。
按照子女赡养、奖补激励、自愿参

与的原则，由每户子女每月交纳孝心
赡养费，同时上级从统筹资金中给予
10%的孝心奖补。截至目前，唐园镇已
与脱贫享受政策和即时帮扶户老人子
女签订孝善养老协议217份，共交纳赡
养费51.24万元，上级奖补5.124万元。
如今，孝老敬老的生活风气已经潜移
默化地深入到当地群众生活中，文明
新风尚正在形成。

唐园镇

“孝善养老”助添人文关怀

本报讯 （记者 张承斌 通讯员
桑玉红） 10月23日，在东阿县鱼山镇
的田间地头，聊城市农业农村发展服
务中心农技人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
现场讲解等方式，指导农户做好秋收
秋种工作。近期，该服务中心农技人
员下沉一线，深入田间地头，持续开展
农技下乡服务活动，现场指导农户适
时播种，保障秋收秋种工作有序进行，
实现今年粮食丰产丰收、确保明年粮
食安全生产。

目前，当地玉米已基本收割完毕，
农技人员建议农户把握好当前晴好天
气，抢抓农时，充分做好农作物晾晒和

储存，做好秋粮入库。同时，向农户宣
传国家耕地地力保护政策，引导农户
发挥农业机械的作用，做好秸秆还田、
土壤深耕深松、精准整地作业，充分挖
掘耕地增产潜能。指导农户因地制宜
选择抗病虫害能力较强的小麦种子，
适时适墒适量适深播种，全面提升耕
地、整地和播种质量。

该服务中心将持续开展农技宣传
跟进服务活动，面向农户手把手传授
秋种育苗、病虫害防治、播种技术，提
供全方位服务，及时解决农民群众在
生产中遇到的技术问题，为秋粮丰收、
小麦播种护航。

东阿县

农技服务队下乡助增收

②10月22日，阳谷县侨润街道老唐村村民正在采收
“阳光玫瑰”葡萄。近年来，侨润街道围绕市场需求，引进
名、优、特葡萄种植，采取“基地+脱贫户+电商”模式，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带动集体和脱贫户增收，助力乡村全
面振兴。 ■ 本报通讯员 陈清林 汤雁南

③10月22日，莘县中原现代农业嘉年华的紫甘蓝长
势喜人，引来不少游人驻足拍照。近年来，聊城把现代农
业产业园建设作为引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排头兵，农业产
业园区化、集群化发展态势越发明显。截至目前，共拥有
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1个、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8个、市
级现代农业产业园62个。 ■ 田柏林

①10月23日，东昌府区堂邑镇南关北村农民在晾晒
玉米。霜降节气来临，气温开始下降，我市各地农民抢抓
农时，做好农作物的采收、晾晒、播种等工作，田间地头一
派繁忙景象。

■ 本报通讯员 张振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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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②

③③

田间奏响丰收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