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 27日，阳谷
县张秋镇三里村村民
正在田间种植大蒜。
该镇通过“合作社+基
地+农户+科技服务”
模式，引导农民发展
大蒜种植、加工、电商
销售产业，带动农民
增收致富，助力乡村
振兴。

■ 本 报 通 讯 员
陈清林 吴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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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马红坤 张吉
勇）“我今年搞了 60 亩大豆玉米带状
复合种植，平均亩产大豆200斤、玉米
1300 多斤，每亩收入 2200 多元，比纯
种玉米每亩能多收入近 400 元，很划
算。”10 月 25 日，茌平区温陈街道齐
中村种粮大户齐云峰表示。

近年来，温陈街道多措并举提高
种植户对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的
规范化、标准化水平，改善农作物种
植结构，进一步促进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助力
乡村振兴。

“玉米套大豆，十种九不漏。”谈
起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茌平区鑫
禾谷农机作业合作社负责人石林林
信心十足，“我今年复合种植 165 亩，

增收 5 万余元。政府每亩补助 300
元，从种到收‘一条龙’服务，还有农
技专家上门指导，没一点后顾之忧。”

“2023 年，全街道大豆玉米带状
复合种植面积 2430 亩，较去年扩大
1190 亩，玉米大豆共计增收 150 余万
元。500 余户村民参与种植，并从中
受益。”温陈街道人大工作办公室主
任邬凤莲介绍，该街道通过深化“党
建引领+示范带动”作用，将农户“领”
进门。今年主推“4+2”模式，即大豆
种植 4 行，玉米种植 2 行，从大豆玉米
种植、施肥、除虫、收割，全程提供技
术跟踪服务，确保规范化、标准化种
植，有效提高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
做到玉米不减产、多收一季豆，切实
把粮食安全工作落到实处。

温陈街道

带状复合种植实现“一地双丰收”

■ 本 报 记 者 马永伟
本报通讯员 刘润瑶 倪群力

时下，临清市戴湾镇的蘑菇又
迎 来 新 一 轮 采 摘 期 。 走 进 蘑 菇 大
棚，一排排由木屑和棉籽壳做成的
菌棒摆放整齐，一朵朵平菇从袋口
探出头来，鲜嫩肥厚、长势旺盛，菇
农们正在加紧采收。

“为使蘑菇生产销售更加便利，
我们利用临博路产业聚集带的闲置
土地 20 亩、坑塘 25 亩建设蘑菇种植
项目。”10 月 26 日，临清市戴湾镇党
委副书记吴赛介绍，近年来，戴湾镇

通过党建引领，盘活闲置资源，在原
有蘑菇种植基础上，扩大生产规模，
形成以点带面、多点开花的产业振
兴局面。在水城屯联合村成立乡村
振兴公司，对蘑菇种植项目进行全
面运营，经营收入全部用于联合村
发展，并先后筹集资金 100 万元，建
设大棚 10 座，放置菌包 10 万个，对
大棚进行了二期投入，吸引周边群
众就近就业，每人每年可增加收入 2
万元。

在蘑菇种植的基础上，戴湾镇
积极引导，延长产业链条，指导联合
村新上锅炉、蒸料池等菌包生产线，

自用和售卖菌包，蘑菇也从过去的
每 年 采 摘 一 季 变 为 每 年 两 季 。 目
前，年制作菌包 24 万个、生产鲜菇 50
万公斤，年收益可达 200 万元。在此
基础上，联合村又与辖区电商企业
合作，开发了鲜菇盲盒系列产品，进
一步打响产品品牌，提高了经营收
入。

为进一步延伸蘑菇种植产业链
条，破解部分村村集体收入不高的
难题，戴湾镇在东王、廖庄、水中、水
东等村盘活闲散房屋、宅基地，试种
蘑菇，以点带面促进产业发展。目
前，已盘活闲置宅基地 8 处，放置菌

包 2 万个。蘑菇种植基地通过不定
期举办培训、邀请专家现场指导，培
育精通生产技术的“土专家”“田秀
才”5 名，使普通农民从“门外汉”成
为蘑菇种植的“行家里手”。同时，
该基地还与山东农业大学、聊城大
学达成合作关系，推动蘑菇生产技
术提升和链条延伸。该联合村与第
三方研学机构合作，打造研学基地，
引进研学游项目，让青少年了解蘑
菇种植过程、种类，体验菌包生产，
吸引 500 人次聊城市中小学生参观
学习，打响了“戴湾鲜菇 有‘蘑’有
样”品牌。

小蘑菇撑起“致富伞”

■ 本 报 记 者 张目伦
本报通讯员 刘殿宏 胡广昆

“目前，我们村集体收入为 15 万
元，大部分来自村里的光伏项目。今
年1月通过‘省级美丽乡村’申报，争取
到国家财政资金200万元。我们将对
现有项目进行调整，确保群众收入稳
定，日子越过越好。”10月27日，谈起下
一步的打算，东昌府区梁水镇叶屯村
网格党支部书记马力表示。

叶屯村目前属于梁水镇梁浅新
村，1400 多亩土地大部分实现流转。
其中，800多亩建起了光伏项目，400多
亩建成了葫芦产业园，徒骇河岸边100
亩是林带。

马力介绍，葫芦产业园建于 2015
年，所用土地属于一般农田，土地流

转费根据小麦价格动态调整。村民除
领取土地“租金”外，还可以就近打
工。光伏项目2020年开建，2022年正
式发电，每天发电 30 万千瓦时，直接
通过国家电网进行销售。光伏板下可
以种小麦、大豆、药材等，除草、施肥、
打药、收割等都是附近村民完成。“除
了确权的土地外，这两个项目还流转
了一部分集体土地，村里因此分别有
3 万元和 12 万元的集体收入。”马力
说。

2007 年，马力开始担任叶屯村党
支部书记，面对多年来村里没有集体
收入的现状，为了让土地增产、村民增
收，他从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抓起，修
路、打井，后引入土地增减挂项目，再
到发展葫芦和光伏产业。如今，叶屯
村为村民承担起水费、卫生费、人工

费、作物保险等费用，该村70岁以上老
人逢年过节都会收到村集体赠送的棉
衣、粮油等，60岁以上老党员“七一”时
还能收到100元“红包”。

长期在葫芦产业园、光伏区上班
的叶孟德今年60岁，他和65岁的叶孟
理、58岁的马贵山是同事。“我们每天
都在这里打工，少的时候有十多个人，
多的时候上百人，工资按时发放。”“村
里的风气很好，去年李长福遇车祸，双
胯粉碎性骨折，村里组织捐款 3 万多
元，马书记个人捐了1000元。”聊起村
里的事情，三人打开了话匣子。

该村村民刘士波是低保户，全家
人都是残疾人，去年又发生家庭变
故。马力积极对接上级相关部门，今
年为刘士波家庭争取到救助金2万余
元，并将其列为重点关注对象。

目前，该村已跟一家国企达成初
步意向，根据国家政策要求，对葫芦
产业园项目进行转型、升级，准备将
其改造成智能化高标准农田，在播
种、收割、管理等全流程试点实现全
自动化。

“省级美丽乡村建设资金已经到
位，项目计划明年3月完工。下水道埋
设后，村内路面将由5米拓宽到12米，
并划分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片荒重新
利用建成小公园，绿化、路灯将整体升
级，方便村民休闲、娱乐。”作为一名基
层人大代表，马力还就“整治围村河污
染”“马颊河两侧占地”“县乡道更换绿
化树”“退休村干部待遇”“社区医院建
设”等提出多项建议。“反映这些民情
民意，就是为了让群众生活得更好些，
心里更踏实些。”他说。

村民借“光”走上致富路

本报讯 （通讯员 郎丽丽）“这
工作室真漂亮啊，就跟家里的客厅
一样，在这里商量事心情好多了。”
10 月 26 日，家住东阿县新城街道胶
城名府的陈文丽，因不满意开发商
对屋顶漏水的维修质量，便来到“两
代表一委员”为民工作室，找正在值
班的东阿县鲁庄村党支部书记陈忠
平评理。陈忠平了解情况后，立即
与开发商联系，商议和群众及代表
委员团成员开一次“圆桌会”，商量
具体解决方案。

今年以来，新城街道积极探索嵌
入式“两代表一委员”为民工作室升
级改造，确定了“一亮二增三制度”，
打造“心诚”品牌，将为民工作室嵌入
社区、新村党群服务中心等地，确保
为民工作室融入群众、贴近群众，在
基层治理服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一
亮”即代表委员亮身份。该街道为每
位代表委员制作形象牌，摆放于议事
区，让代表委员有归属感，也便于来
访群众了解情况。“二常”即常设接待

日和联络员。确定每周四为代表委
员接待日，提前公示当日值班代表委
员。其余时间由固定联络员值班，为
来访群众做好登记。“三制度”即周一
例会邀请制度、代表委员分组制度、
代表委员报到帮包制度。该街道确
定社区、新村每周一召开周会，邀请
相关领域代表委员参会，共同商讨处
理办法。结合代表委员自身特长或
工作领域，将其划分为若干小组，如
矛盾调解小组、政策（法律）咨询小
组、健康安全小组等。代表委员报到
帮包制度要求代表委员到居住地所
在社区、新村报到，并接受所在社区、
新村安排，对 1 个村或者社区网格进
行帮包，担任帮包村（网格）的党建指
导员，定期在帮包村（网格）上党课，
联系帮包村（网格）入党积极分子、预
备党员、优秀青年，建立政治进步“引
路人”机制，通过谈心谈话、跟踪指
导，促进联系对象政治上更加成熟、
业务上更加精进。

新城街道

为民工作室 服务零距离

10月25日，茌平区肖家庄镇夏氏庄园家庭农场，农民在采收地瓜。
金秋时节，该农场的200余亩地瓜喜获丰收，农民忙着采收、装袋，供应市场。

近年来，茌平区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引导农民种植地瓜、芥菜等特色农产品，
发展农产品深加工企业，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

■ 本报通讯员 马红坤 李云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