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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军豪 通讯员 马林
文 刘雷）“各位村民注意了，再有三五天
就要麦收了，当前天气持续高温，大家一定
要注意防火，确保粮食颗粒归仓……”5月
28日一早，茌平区杜郎口镇南陈新村党委
书记崔永山就在村委会的大喇叭里宣传起
来。

其实，用乡村大喇叭做这种“规定动
作”的不仅是崔永山，杜郎口镇6个新村的

“当家人”都在为各自的村庄和村民忙碌
着，这是该镇积极做好麦收防火工作的一
个缩影。

“三夏”麦收季是农村火灾防控的重点

时期，为切实做好麦收期间的防火安全工
作，切实有效地遏止火灾事故的发生，确保
辖区内麦收工作顺利进行，连日来，杜郎口
镇应急办联合派出所等部门成立麦收防火
专职队伍，多措并举，扎实开展“三夏”麦收
防火宣传。

杜郎口镇利用在茌杜路、刘杜路、杜郝
路等主要交通路口悬挂横幅、发放明白
纸，组织召开麦收防火专题会议等形式，加
强宣传引导，提高知晓率，让群众切实意识
到焚烧秸秆带来的危害以及秸秆禁烧的重
要意义。网格包联无死角，按照属地管理
原则，该镇实行管区总负责，包村干部包

村、村干部包地块的禁烧包保网落，确保责
任落到每一位责任人。镇、村工作人员、派
出所民警不分昼夜在田间地头、主要干道，
开展24小时“不打烊”巡查检查，以“田间
不着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目标，整体推
进全镇秸秆禁烧工作深入扎实展开。严格
督查促落实，该镇成立秸秆禁烧巡查组，由
镇党政主要领导带队负责对全镇进行全天
候督查督导。对巡查工作开展不力、禁烧
管控不严的，进行严肃问责并将监督结果
纳入所在新村年终目标考核。

乡村大喇叭是搞好农村宣传工作的
“好帮手”。杜郎口镇结合往年麦收期间防

火禁烧情况，积极协调辖区6个新村及时
开通“乡村大喇叭”，按时传播麦收消防安
全常识，在早、中、晚时段为全镇村民播报
麦收防火有关注意事项、燃烧秸秆的危害、
日常用火用电的注意事项等，正确引导村
民充分认识麦收期间消防安全工作的重要
性，呼吁村民们加强防火措施，确保麦收防
火安全。

“饭后，我再到村中麦田大方里转一
圈，检查一下灭火器、水缸、农机防火罩等
防火设备是否准备到位。”刚在乡村广播大
喇叭上下线的崔永山告诉记者。

杜郎口镇

唱响麦收防火“最强音”

本报讯（记者 马永伟）初夏时节，在
高唐县三十里铺镇锦鲤养殖产业基地，山
东吉祥渔业有限公司的“鱼菜共生”综合种
养大棚内生机勃勃——大棚中间的池塘
里，五彩斑斓的锦鲤在尽情游弋；岸上，芭
蕉树、梦香兰、百香果、龟背竹、铜钱草等各
种花草丛生；棚内，朝天椒、三叉空心菜、木
耳菜、苦菊、罗马生菜等蔬菜长势喜人。踏
着岸边的木质栈道，工作人员正在用投喂
机把饲料撒进池塘，顿时，水中的鱼儿争先
恐后地开始进食。

依托“高唐锦鲤”品牌优势和良好的产
业基础，三十里铺镇大力发展锦鲤养殖产

业，构建锦鲤产业链，于 2023 年打造了集
生态农业和休闲旅游于一体的综合性智慧
农业示范工程——“鱼菜共生”示范园。“这
个‘鱼菜共生’大棚里，我们可以实现‘一水
双收’，既能养鱼还能种菜。”该公司经理马
传升告诉记者。

据了解，“鱼菜共生”是一种复合耕作
体系，它把水产养殖与水耕栽培这两种原
本完全不同的技术，通过巧妙的生态设计，
达到科学的协同共生，从而实现养鱼不换
水而无水质忧患、种菜不施肥能正常成长
的生态共生效应。

“在传统的水产养殖中，随着鱼的排泄

物积累，水体的氨氮增加，毒性逐步增大。”
马传升介绍，“在‘鱼菜共生’系统中，鱼池
里的水经水循环系统流进种植槽，鱼的排
泄物和饵料残渣经微生物分解，转化为蔬
菜生长所需的营养成分；蔬菜将养分吸收
完毕，净化后的水再回到鱼池中，形成‘鱼
肥水—菜净水—水养鱼—水双收’的生态
循环系统。‘鱼菜共生’让动物、植物、微生
物三者之间达到一种和谐的生态平衡关
系，是可持续、循环型、零排放的低碳生产
模式。”

用活水养鱼，养出来的锦鲤长得更
快、个头更大，而用养鱼水种菜，菜的品质

更优良。有数据为证：大棚“鱼菜共生”立
体栽培模式，节水 90%以上、节肥 90%以
上、节省劳动力70%以上，增加了13.4%的
种植面积，并且比传统种植模式增收了 4
茬，年可增收10万元，棚内养鱼年可增收50
万元，实现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我们充分利用‘鱼菜共生’所创造的
生态场景，进行超越种植养殖业态之外的
多种不同功能空间的探索及利用，如旅
游、休闲、研学、亲子、康养和餐饮等，为丰
富经营业态创造条件，打造生态农业样
板，探索多功能叠加、多产业融合的农业
文旅运营新模式。”马传升说。

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三十里铺镇——

打造“鱼菜共生”生态农业样板

本报讯（通讯员 朱艳荣） 今年以来，阳谷县狮子楼街道把商
会建设作为激发民营经济发展活力的重要抓手，注重平台搭建、强
化示范带动，做深“商会+”系列服务，让更多企业共享惠商安商成
果，共同画好高质量发展“同心圆”。

自2022年成立以来，狮子楼街道商会充分发挥资源、渠道、人力
优势，在政府、企业和市场之间搭建起联谊、互动、合作、共赢的桥
梁，团结带领广大企业融入新发展格局，成为助力辖区经济发展、社
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和组织依托。

该商会积极引导企业开展技能培训，提升员工技能水平；加强
与政府部门的沟通，为企业争取更多政策支持和资源保障；举办行
业交流活动，促进企业间的合作交流、优势互补。今年以来，已组织
企业开展安全生产技能培训3次，参加企业调研座谈2次。成员单
位金蔡伦集团成为“2023年聊城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问诊活动’
暨企业融资政策培训”承办单位；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荣获“2023年山东民营企业创新潜力100强”称号；景阳冈酒入选“中
华老字号”。

“今后，我们将在凝聚多方合力、完善运行机制上下功夫，争取
更多科技实力强、成长性好的新兴企业加入商会，为街道经济社会
发展贡献更多力量。”狮子楼街道商会会长朱培丰说。

狮子楼街道

构建“商会+”服务新模式

本报讯（记者 赵宏磊）5月27日，记者从冠县斜店乡了解到，
该乡近期把“三夏”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层层压实责任、强化工作措
施，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加强宣传力度。在全乡设立5个宣传点，综合运用张贴标语、
设立禁烧标牌、悬挂横幅、大喇叭循环播放等方式，营造严禁焚烧秸
秆氛围，同时提醒群众在“三夏”重要时段加强防护措施，避免造成
人财损失。截至目前，已累计发放宣传页 8000 余份，知晓率达到
90%以上。

加强农情调度。切实加强“三夏”农情调度，组织乡干部和技术
人员深入基层，及时掌握夏收夏种工作进度，利用晴好天气适时抢
收，做到成熟一块，收获一块，并尽力实现小麦机收全覆盖，不遗漏
一块地。指导在大蒜地块早植玉米，截至目前，已种植玉米6000余
亩。

加强技术指导。斜店乡整合全乡农业技术骨干，联合种植大
户，组成技术服务小组，由农技站长担任组长，5个技术指导员联系
示范户20户。深入田间地头进行“三夏”生产技术咨询和田间技术
循环指导，做好小麦病虫害防治工作，搭好丰产架子。截至目前，共
开展技术指导280余次，培训农民450余人。

斜店乡

备战“三夏”确保颗粒归仓

5 月 23 日，在东
昌府区侯营镇“电商
培训强技能、拓宽就
业新渠道”培训班上，
培训教师（左前）在为
学员讲解网络直播技
巧。此次培训采取

“理论学习+实操训
练+挑战比赛”的模
式，通过互动式、案例
式教学等方式，系统
全面地讲解直播电商
运营相关知识，旨在
培育一批扎根乡村的
直播带货人才，拓宽
群众创业就业、增收
致富路子，推动乡村
经济新发展。

■ 张振祥 杨旭

本报讯（记者 贾新伟 通讯员 张世方） 5月25日，记者在东
昌府区李海务街道获悉，该街道积极推动要素聚集，保障发展质量，
建立了全体系攻坚作战、全过程观摩评比、全要素保障支撑的工作
体系，汇聚起发展合力，高标准打造“古运河畔—生态产业示范区”
等乡村振兴示范片区。

全体系攻坚作战聚合力。组建了以街道主要领导为核心、以街
道工作专班为枢纽、以各自然村为主阵地的示范片区工作推进机
制，形成上下贯通、部门联动的工作格局。

全过程评比督导促升级。实施了以全过程观摩评比为赛道的
赛马竞优机制，通过观摩亮绩、评比打分，互比互促，推动示范片区
内各自然村争先进、创典型、树标杆。

全要素保障支撑提速度。建立了整合涉农资金、强化用地保
障、优化项目审批等全要素保障支撑机制，握指成拳集中投入，争取
乡村振兴重大专项资金1150万元，为片区建设提供了有力要素保
障。

据悉，“古运河畔—生态产业示范区”位于聊位路以东、青兰高
速以北、李田路两侧、古运河畔，总面积约11000亩、总人口5200余
人。片区内有刘道之村、河洼村、米堂村等 3 个省级美丽乡村，米
仓村等 1 个市级美丽乡村，自然风光秀丽、生态环境优美，发展潜
力突出。

李海务街道

高标准打造乡村振兴示范片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