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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孙文辉

近期是我国北方地区蔬菜育苗旺
季。11月4日，东昌府区沙镇的山东蒙恩
现代农业有限发展公司的果蔬育苗大棚
内一片繁忙景象，工人正仔细检查蔬菜幼
苗的生长状态。

“我们今年计划育苗 1200 万株，以
番茄、生菜、茄子、西葫芦、辣椒等常见蔬
菜为主，其中80%的种苗将供应给聊城本
地农户及周边城市。”公司负责人付成龙
介绍，育苗大棚全部采用智能化控制系
统，哪里需要补水、补肥，就用喷灌机进行
喷灌作业，实现了全程自动化。此外，温
室苗床下方设置了加温设备，当气温降低
时，这些设备会自动启动，对整个大棚进
行控温，从而保证种苗的正常生长。

果蔬种苗“住进”科技大棚，得益于东
昌府区委统战部的“牵线搭桥”。近年来，
东昌府区委统战部聚力服务强省建设“五
大行动”，延伸校企合作模式，发挥科创平
台作用，着力发挥统一战线智力密集、联
系广泛的优势，不断深化“创新创造”行动
效能。

东昌府区委统战部发挥“科技副总”

机制作用，推动山东蒙恩现代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与聊城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党外知
识分子齐辉建立长期合作关系，采用分子
标记技术，提取并锁定番茄优质口感基
因，极大提高了育种效率。同时，通过“百
名专家教授联百企”行动，推动山东蒙恩
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与中国工程院赵
春江院士、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李常保研究
员、中国农业科学院蒋卫杰研究员等科研
团队达成战略合作，培育番茄新组合300
余个，拳头产品“草莓番茄”的维生素C、
番茄红素、有机酸含量超出普通番茄一倍
以上。“我们在农业农村部登记注册的番
茄植物新品种有8款，其中6款获评优质
推介品种，授权专利7项。”付成龙自豪地
说。

有了科技赋能，“共同富裕”行动在这
里也得以持续纵深推进。山东蒙恩现代
农业有限发展公司立足产前理论宣讲、产
中技术指导、产后实践帮扶的“三位一体”
全方位帮扶模式，开展农技下乡活动，为
种植户科普新品种的特性和相关栽植技
术，派出农技指导员对果蔬养护进行规范
指导，帮助果农开展病害分析和长势预
测。目前，公司依托“公司+合作社+基

地+农户”产业发展模式，带动5万余亩生
产基地和600余户社员发展，不仅提高了
农业生产效率，还促进了农民增收。付成
龙介绍，基地直接带动 2000 余个就业岗

位，间接带动5000余个就业岗位，实现户
均增收1.5万元以上，累计推广种植超过
35万亩，其中口感番茄推广5万余亩，亩
均增收12000元以上。

科技赋能育好苗
——东昌府区科技创新引领农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黄金鑫）11月3日，
笔者从冠县了解到，冠县崇文街道积极动
员和指导村民有序开展秋种工作，严格落
实“早部署、早落实”工作方针，确保为来年
的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早在 9 月底，崇文街道就成立了秋种
工作服务队，召集各村负责人开会商讨秋
种工作计划，确保播种计划精准到村、落实
到户。今年的播种面积计划1万余亩。崇
文街道还充分利用“杜站长工作室”的技术
资源，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对秋种
全过程进行技术指导。

10月初，农技人员在王孝村向农户讲

解小麦种植的最佳深度和播种时的行距控
制，并帮助农户掌握要领。现场参与的村
民梁丰荣表示：“以前我们只凭经验种地，
现在有了专家的指导，知道该怎么精准操
作，估计今年的收成会比往年更好。”通过
现场指导，农户不仅掌握了科学的播种方
法，还了解了秋季肥料的合理使用、土壤改
良和病虫害防治等方面的知识。

秋种不仅是保障粮食生产的第一步，
也是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
在秋种工作中，崇文街道始终坚持绿色发
展的理念，积极引导农户使用有机肥、减
少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推动生态农业的

发展。今年的秋种工作不仅关注粮食的
稳产增效，更注重土地的长期利用与可持
续发展。针对部分劳动力不足或缺乏技
术的农户，崇文街道进一步推广了农业生
产托管模式，由合作社统一组织生产，既
解决了农户种植难的问题，又提高了土地
利用率。李八里村的农户李达奎年纪大
了，家里缺少劳动力，一直为种地发愁。
今年，他通过合作社托管，完成了整个播
种过程，李达奎高兴地说：“今年不用自己
操心了，合作社种的比我们自己种的还
好，省时省力，预估明年的粮食产量将大
幅提升。”

随着秋种工作的推进，崇文街道将
继续密切关注农作物的生长情况，提供
后续的技术支持，确保农户在关键时节
能够得到及时帮助，计划在 11 月中旬对
所有种植地块进行一次全面的苗情调
查，确保作物顺利度过初冬。同时，崇文
街道还将继续围绕秋种开展更多精准服
务，通过技术培训、政策宣传等方式，提
升农民的种植水平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能
力，为确保明年粮食稳产、增产打下坚实
的基础。

崇文街道

抢抓农时忙秋种

本报讯（记者 赵宏磊） 11 月 2 日，冠县斜店乡南史村的麦田
里，村党支部书记赵怀震正在仔细检测着黑小麦的种植情况。

“今年我们村的黑小麦种植面积近200亩，每亩产量和普通小麦
差不多，平均能达到1100斤。”赵怀震介绍，“黑小麦成熟后由冠县斜
店乡昶泽电商产业园进行回收，每斤价格比普通小麦高0.4元，每斤
为村集体增收0.1元，既提高了农民种植积极性，又增加了村集体收
入。”

“这种黑小麦有着特殊的麦香，制成面粉后香味更加浓郁。而且
黑小麦中富含大量矿物质元素和稀有微量元素，是普通小麦无法比
拟的。”冠县斜店乡昶泽电商产业园负责人赵松宾介绍说，黑小麦是
一种适应性强、稳定性和丰产性都很高的优质小麦新品种，种植黑小
麦比普通小麦收入更高，经过深加工，其附加值是普通小麦的10倍左
右。斜店乡通过托管形式，发动周边群众种植黑小麦面积600余亩，
到成熟期后进行回收，网上销售，这样既促进农民增收，又能拓宽集
体收入渠道，产业园还能有稳定货源，一举三得。

近年来，冠县斜店乡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积极调整农业产业
结构，充分利用农业基地优势，通过“党支部+合作社+电商基地+农
户”的发展模式，鼓励和引导发展特色产业，明晰“一村一品”发展目
标和重点，科学制定发展规划，为乡村振兴、为农民增收致富提供产
业支撑。

斜店乡

黑小麦种植拓宽增收新途径

近日，农民在茌
平区振兴街道大崔
村中药材种植基地
管护丹参。大崔村
大力发展订单农业，
种植丹参 150 亩，平
均亩产值1.5万元左
右。

近年来，茌平区
采 取“ 党 支 部 + 公
司+基地+农户”的
模式，通过土地流
转、合作经营、村民
入股等方式，因地制
宜发展丹参、玄参、
金银花等特色农业，
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助力乡村振兴。

■ 本报通讯员
马红坤 张立强

本报讯（通讯员 孙燕杰 朱艳荣） 11月4日，笔者从阳谷县了
解到，为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筑牢乡村振兴基础，狮子
楼街道把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工作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的核心任务，围绕关键环节，精准靶向施策。

该街道严格落实村（社区）干部、帮扶人责任，定期对一般农户开
展摸排，对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严重困难户开展常态化监
测，及时发现、及时预警，严格按照程序纳入监测帮扶范围，确保帮扶
精准有效。践行普惠金融政策，摸排符合条件、有发展生产意愿的脱
贫户和监测对象，鼓励申请小额贴息信贷，发展产业，提高收入。常
态化开展脱贫户、监测对象饮水安全和住房安全等方面排查工作，对
发现的问题及时解决。大力调整种植结构，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
推动“农旅融合、文旅融合”，把生态、田园等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全
面落实稳岗就业各项政策措施，全力抓好建档立卡脱贫户等重点群
体就业工作。

狮子楼街道

做实动态监测帮扶工作

本报讯（记者 马永伟 通讯员 霍文戎）“现在骗子越来越狡
猾，可能冒充亲友或者是公检法人员，用各种手段诱骗大家上当，我
们一定要提高警惕！”11月3日，冠县定远寨镇法律顾问团韦长江律
师在“新农村夜校”，为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的法治课。

为满足群众多元化知识需求，冠县司法局利用“新农村夜校”这
一创新平台，开设法治小课堂，以此丰富群众的法治文化生活。法
治小课堂上，法律顾问从日常生活实际出发，向村民们普及合同、继
承、婚姻家庭等法律知识，通过以案释法的方式，把专业术语转换成
群众通俗易懂的语言，让群众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学习法律知识。
同时，结合近年来易发多发的诈骗案件，深入浅出地讲解当前多种
电信诈骗犯罪的手段和形式，提醒群众在日常生活中要保持高度防
范意识。

“‘新农村夜校’法治小课堂进一步增强了群众的法律意识和自
我保护意识，营造了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为新农村建设贡
献了法治力量。”冠县司法局党组书记、局长刘建华说，该局将积极邀
请村干部、人民调解员、基层工作者共同参与“新农村夜校”活动，为
乡村振兴和基层社会治理营造良好氛围。

冠县

法治小课堂亮相“新农村夜校”

工人检查蔬菜幼苗的生长状态

■ 本 报 记 者 吕晓磊
本报通讯员 朱红光

“咱南桥苑以后就改名叫‘幸福圈’
吧，天天都能感觉到幸福，多好呀。”11 月
5 日，在临清市新华路街道红星社区南桥
苑小区，居民武俊香开心地说。天气渐
凉，红星社区开展了多种多样的为民服务
活动，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以人为本，服务
居民”的社区理念，打造居民家门口的生
活“幸福圈”。

“今天真是特别高兴，之前总担心自
己身体哪里有毛病，今天查了查，啥病都
没有，这就放心了。”11 月 4 日，南桥苑小
区居民陈培文高兴地说。当天，聊城市
第二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来到南桥苑小
区，为居民提供内科、外科、眼科、口腔科
等科目的免费检查服务。医务人员耐心
地询问居民们的身体状况，详细解答居
民的各种健康疑问，并为有需要的居民
提供了专业的医疗建议，志愿者们还发
放了健康宣传资料，帮助居民更好地了

解健康知识，把健康送到家门口。
“过去每到周末，就领着孩子出去玩，

太远了很不方便，现在好了，在家门口就
能玩，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居民温
岭说，为解决孩子们周末没处玩的问题，
红星社区在辖区每个小区都开展了幼儿
亲子活动。有的孩子在大人的陪同下变
身小小公益员，有的孩子在志愿者带领下
做手工，孩子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了。

“这些活动内容，别说孩子们没有见
过，就连俺也都快忘了。”在“磨剪子抢

菜刀”的活动现场，红星社区书记陈宏
岩表示，活动不仅让居民们重温了老式
的手工传统工艺，也为居民们生活提供
了方便，让老百姓体会到家门口的惠民
服务。

“小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最小单元和
为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新华路街道将
以强基固本的绣花功夫，让更多的小区成
为老百姓家门口的‘幸福圈’。”新华路街道
党工委书记朱亮说。

打造家门口的“幸福圈”
——临清市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本报讯（记者 岳殿举 通讯员 解黎明 郭庆智） 11月5日，几
名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在阳谷县西湖镇许庄村认真清理路边的垃圾
和杂草。村民梁桂兰说：“以前村里墙根路边有很多杂草和碎石子，
既不好看还影响走路，这一清理，比以前干净整洁多了。”

近日，为持续巩固人居环境整治成果，打造干净整洁、美丽宜居
的乡村风貌，西湖镇坚持从“细”处入手、往“实”处用力，建立镇村两
级联动治理体系，实行领导干部包区、一般干部包村、公益岗包片的
管理机制，把责任分解到“最后一米”。该镇聚焦问题整治、督查调
度、观摩评比，全方位、高标准持续推动人居环境面貌“提档升级”，确
保环境一“净”到底，推动全镇向“美”而行。

全面排查“摸实底”。该镇对各村主街胡同、坑塘沟渠、空闲宅
基、房前屋后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大排查”，全面摸排四大堆、乱
堆乱放、乱贴小广告等重点问题，要求限期整改，真正做到横到边、竖
到底、全覆盖、无缝隙，切实提升全镇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精细化
水平。

多措并举“齐发力”。该镇干部带领村干部、公益岗、保洁员、志
愿者等，分片区对村内道路垃圾杂草、小广告、坑塘沟渠、乱堆乱放等
卫生问题进行清理，发动群众清理自家院落和房前屋后，切实做到全
方位、无死角，确保清理一处、干净一处。

观摩评比“鼓干劲”。该镇积极组织人居环境观摩评比活动，采
取实地查看、听取汇报、现场打分相结合的形式，对主街胡同、坑塘沟
渠、空闲宅基、房前屋后等各个区域和薄弱环节逐项检验，现场指出
问题，限期整改。

逐村验收“保长效”。该镇建立健全长效化管理机制，将人居环
境整治工作列入日常性的重点工作，每周三次随机点名调度各村人
居环境整治进度和难点问题，成立人居环境督导小组，不定时到村抽
查督导人居环境整治情况，确保人居环境整治成果看得见、稳得住。

西湖镇

扎实推进人居环境整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