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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古邵镇现代农业发展稳
步提升，粮食、蔬菜两大农业支柱更加
坚实。2017 年，该镇围绕加快培育

“新六产”，促进农业提质增效、转型升
级。

新型主体互动，重塑高效现代农
业发展新格局。积极推行“龙头企业+
合作社+经营店+现代农民”新型农业
主体的发展模式，支持大洋饲料、古运
面业等龙头企业做大做强，加大汇鑫
家庭农场、八里沟粮食种植合作社扶
持力度，以古邵镇粮食高产创建示范
项目为依托，建立粮食“生产--储
存--加工--销售”为一体的现代农业
经营点10个以上，培训新型职业农民
6000人次。同时，大力推广现代农业
经营和农机作业模式，加强新技术、新
品种的引进实验、示范，大力推广增产
配套、测土配方施肥等技术实施，推广
优质商品粮种植面积5万亩。

新型电商推动，重拓现代农民致
富新渠道。结合省级特色种养加基金
和电商基金扶贫产业发展项目，依托
古邵镇现代农业示范园，在梅台村筹
措资金 500 余万元，新建蔬菜及农产
品展销加工中心5000平方米，电子商

务中心600平方米，目前，完成主体工
程建设，建成后可年存储蔬菜2万吨，
促进农民增收200余万元。建设农家
乐、农产品深加工区，建筑面积 2200
平方米，分为农家乐餐饮区、石磨面粉
区，榨油区、粉皮粉条区、豆皮区、手工
煎饼区。并结合农村优势，挖掘传统
工艺，开发地瓜糖、酱豆子和黄蒿酱等
农副产品的深加工。购买槐花烘干设
备一套，本项目的基础设施已经完成，
预计2017年6月即可投入运营。推广
大王庄全流程运作模式，完成从菌种
培育、蘑菇生产、深加工到包装、存储、
运输、销售一体化。

新型品牌带动，重提智慧蔬菜新
效益。扶持庙西蔬菜种植合作社发展
智慧农业，加快投入50万元的标准化
智能大棚，建设成为枣庄第一个智慧
农业试验田，利用物联网技术，通过手
机、电脑实时获取，全程监控，保证大
棚内最适宜作物生长条件，生产绿色
蔬菜，推动全镇蔬菜种植现代化进
程。同时，调减玉米种植面积，新发展
马铃薯经济作物 5000 亩、大棚蔬菜
3000亩，大力推广“三种三收”种植模
式，发展优质蔬菜种植面积达到 3 万

亩，着力打造“古邵蔬菜”品牌，重点培
优做强马铃薯产业，深化马铃薯价格
保险机制，积极引进马铃薯深加工项
目，进一步提高马铃薯附加值。

（乔瑞玲）

阳春三月，大地上处处暖意融融，
投资 3000 万元的峨山镇新沟河生态
旅游型开发项目区更是热火朝天，各
种大型机械有条不紊工作着，现场基
本做到了保持自然资源的原貌，项目
完成后使刘庄等 8 个村的群众受益。
目前，该镇因地制宜打造观光休闲农
业，许多屋场已成为乡村旅游热点景
区。

峨山镇抓住被命名为“省级旅游
强镇”的契机，围绕境内旅游资源优
势，突出“田园、运动、休闲”的概念，打
造特色化、规范化、全域化乡村旅游业
态。结合观光农业开发，凸显最宜人
居的乡村休闲旅游风采，把全镇建成
两市四县结合地带的“迎宾厅”、“后花
园”。结合观光农业开发，凸显最宜人
居的乡村休闲旅游风采。东部，投资
3000万元，实施新沟河生态旅游型开
发；西部，统筹规划大鲍庄水库建设，

投资 1200 万元，实施仙人桥湿地公
园、仙人湖乡村旅游开发；北部，扎实
开展破损山体改造、铁矿石开采区综
合整治等项目；中部，着力做强翰森农
林、开心农场、精品采摘园等项目，发
展高科技养殖、生态观光、休闲旅游等
综合服务产业。同时，整理了二疏城
遗址、台儿庄大战辛庄阻击战遗址、寨
山国家级核桃基地、落星石景观、九顶
莲花山乡村观光区、峨山军魂园等20
余个乡村旅游项目，其中九顶莲花山、
寨山核桃基地、刘庄水库等资源已开
发为乡村游和餐饮项目。刘庄村被评
为“省级乡村旅游特色村”，该村 6 户
农家乐经营户通过验收为乡村旅游示
范户。

寨山万亩核桃采摘园覆盖了后马
寨、夏庄、西马寨、仙桥、东山庄等 10
个自然村种植户受益，累计建成休闲
农业经营主体 40 家，其中农家乐 15
家，休闲观光庄园25家，从业人员120
余人，带动农户 80 余户，年接待游客
3.6万余人次，营业收入达到100多万
余元。农家乐、垂钓园、核桃园，现代
休闲农业与乡村游的文明已成为全镇
农民增收致富的“重头戏”。（李利）

古邵镇现代农业渐成气候
峨山镇乡村旅游助农增收

4月17日，峄城区纪委召开
区纪委常委会议，专题学习全省
党风政风监督工作业务培训班
精神，并听取全区查处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情况汇报，研
究部署贯彻落实措施。

会议强调，要按照全省党风
政风监督工作业务培训班部署
要求，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认
真贯彻中央纪委和省、市纪委全
会精神，围绕全面从严治党，聚
焦监督执纪问责，综合运用监督
执纪“四种形态”，推动党风政风
监督工作向纵深发展。要按照
省、市纪委工作部署，锲而不舍
纠治“四风”。要注意发现和纠
正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方面的
问题。要继续加大明查暗访工
作力度，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对
顶风违纪问题和隐形变异的“四
风”问题，要紧盯不放、露头就
打，持续释放越往后执纪越严的
强烈信号，坚决防止“四风”问题
反弹回潮。要强化督导，严肃查

处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
问题。聚焦扶贫领域，突出惠
农、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土地
征收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加
大对“村霸”和宗族恶势力以及
违规发展亲属入党问题的查处
力度，依纪依规严肃处理，增强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推动全面从
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会议指出，要着力补齐问责
短板，加强对《中国共产党问责
条例》的学习运用，把检查管党
治党责任落实情况作为监督执
纪重点，督促各级党委（党组）落
实主体责任。用好问责利器，突
出政治责任，对党的领导弱化、
党的建设缺失、从严治党责任落
实不到位，对维护党的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失责、贯彻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不力、选人用人问题突
出、腐败问题严重、不作为乱作
为的，一律从严问责，推动失责
必问、问责必严成为常态。

（张大东 顿星亮）

“清”风拂面来“廉”花正盛开

为做大旅游产

业，深挖石榴旅游

资源，提升石榴产

品附加值，助农增

收，榴园镇积极推

进石榴批发城建

设，并对涉及范围

内的违法建筑依法

进行了拆除。

图为联合执法

组拆除违建现场。

（刘海浩 摄）

拆违建 为石榴批发城开建创造环境

近年来，坛山街道以坚持计
划生育基本国策为统领,紧紧围
绕促进人口均衡发展,主动适应
政策调整变化新常态,扎实推进
服务管理各项改革,人口计生工
作保持了健康稳定的良好态势。

为加大宣传力度，重拳打击
“两非”行为，街道投入近 5 万
元，为 22 个社居更新了新时期
计生政策、关爱女孩、人口警示
教育等方面的固定标语、手绘漫
画 330 幅。街道“两非”办在调
查一计划内二胎孕情无故消失
的案件中，经当事人叙述获取了
重大线索，并及时上报区联合办
案组，经过大半年的调查取证，
涉案人员张某已经被法院判决，
构成大案，这起案件的查处有力

地震慑了违法分子，促进了“两
非”工作的有效开展。

坛山街道还借助关爱计生
老人活动，大力推进幸福家庭创
建。重点对辖区60周岁以上的
独生子女、双女绝育家庭进行关
怀关爱。截至目前,街道投入
1360 元为 68 位计生老人办理
银龄安康保险，投入 8445 元订
阅了老年生活报和人生杂志，为
50 多 位 老 人 开 展 家 政 服 务
1500 多次，交付家政公司服务
费近2万元，志愿者们为老人入
户上门、关心、照料达 1000 多
次。下一步，坛山街道将严格政
策落实，加强监管，夯实责任，确
保计生工作抓实稳步推进。

(王建民 张传昊)

坛山扎实推进计生工作

底阁镇派出所、教委针对新
形势下的学校治安安全工作特
点，加强以法制教育为基础，以
警校共建为特色的安全管理教
育工作，优化了教育周边环境，
确保了全镇师生的安全。

该镇驻地有一所中学，一所
小学，还有一处幼儿园，都处在
镇中心人口密集、交通要道、人
口复杂的商业街，针对这种情
况，镇派出所积极与学校联系，
签订了《警校共建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活动协议书》，建立治安警
校联动网络，把“四防”（防盗窃、
防破坏、防黄毒渗透、防治安灾
害事故）、“三净化”（净化校园秩
序、交货周边环境、净化学生心

灵）等作为工作重点，长期、深入
地开展共建活动。

底阁镇派出所会同司法、工
商、文化站学校等部门，采取经
常清查、严格管理的办法，取缔
校门口周边的小摊点，清理整顿
商业街广告，尽最大可能消除社
会“污染源”和不安全因素，并派
出法制辅导员定期“校访”作法
制报告，安排治保人员在校园周
边巡逻，对全校师生公布了报警
电话。同时，学校加强了校园保
安力量，推行了治安安全工作目
标责任制，实行全天值班制度、
师生佩证管理制度和外人到校
登记制度，规范了出入校门管
理。 (杨娜 姚强)

警校携手优化育人环境

在这春暖花开的季节，底阁镇贫困户们迎来了又一批扶贫项目
分红。近年来，底阁镇积极引导贫困户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通
过一村一业、一户一策带动贫困户脱贫。去年，全镇46个行政村
共开展畜牧养殖业、土地合作社入股、光伏发电、乡村旅游、来料加
工、蔬菜大棚、电商产业等扶贫项目51个。图为刘后村光伏发电
项目贫困户喜领分红。 （杨娜 文平 摄）

项目分红助脱贫 暖人心

“‘三公祠’是为纪念开挖
治理运河的三大功臣舒公应
龙、刘公东星、李公化龙而建造
的……我们大家都是喝着运河
水长大的，我们要以‘三公’为
学习榜样，热爱家乡，建设家
乡，共同创造美好幸福家园。”
这是近日峄城区老文化名家邵
明思在古邵镇大枣庄村为该村
村民上的传统文化课的片断。

峄城区是老峄县驻地，自
夏朝在此建鄫国后的4000多
年里，一直为州县治所。为挖
掘老峄县深厚的历史文化底
蕴，大力弘扬当地优秀历史文
化，去年以来，以邵明思为代表
的峄城老文化名家，拿起手中
的笔创作加工，把散落在民间
的一颗颗珍珠串起来，整理成
一个个娓娓动听的故事，在机
关、学校、农村等向社会各界人
士作以讲述。《弘扬青檀精神
涵养干部政德》《凿壁偷光的故
事》《清官张玉树》《百年方屋》

《陈毅将军在峄县》《古老的大

运河文化》等故事短小精悍、脍
炙人口，深受群众喜爱。目前，
老文化名家讲老峄县故事已举
办讲座 38 场，平均每场听众
40人。

“峄城这个地方，掬起一把
泥土，都散发着文化的芳香”，
这 是 邵 明 思 的 口 头 禅 。 从
1976年起，邵明思就开始在峄
城区文化馆从事文学创作、文
艺辅导、文物管理与保护工作，
他与峄城文化结下了不解之
缘。如今，他已从事文化工作
整整40个年头，先后获得省市
两级劳动模范、山东省农村文
化20年以上积极贡献奖、山东
省重点剧作家、峄城区拔尖人
才等荣誉称号。作为一位老文
化名家，邵明思表示今后要继
续讲好老峄县故事，做峄城优
秀传统文化的保护者、传承
者。以史为鉴，传承老峄县优
秀传统文化，让峄城人认识峄
城，了解峄城，热爱峄城，建设
峄城，共筑中国梦。(吴远常)

老文化名家讲老峄县故事

为创建全国卫生城，提升乡村环
境，建设生态文明村镇，峄城区阴平镇
通过抓“环境连片治理、水质净化大气
污染、环保巡查宣传”，使城镇环境卫生
状况极大改善。

抓建设，开展农村环境连片综合治
理项目。全面调查了解农村环境情况
及垃圾处理情况，开展集中整治活动，
自去年以来，组织机关人员多次入村打
扫卫生、清运垃圾，累计出动人员3000
余人次，清运垃圾100余车，受到群众
认可。同时，多方筹措资金，协调调度
各点村，多管齐下，多措并举，大力开展

农村环境连片治理工程。截至目前，共
投资建设公用垃圾箱100余个、垃圾房
84个、垃圾分拣站16处、垃圾中转站1
处，配备专职工作人员 3 名，在各村建
设氧化塘、沼气池等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15个，污水处理管网5.2公里。生活垃
圾处理设施覆盖全镇58个行政村，5万
余群众受益。斜屋村、二郎庙村、刘楼
村、罗庄村被评为市级生态村。

抓治理，开展水质净化和大气污染
防治工程。投资760万元，开展阴平沙
河人工湿地水质净化工程。建设河道
生态湿地3500米，河道西侧做植草砖

护坡，东侧做浆砌石挡土墙，占地面积
210 亩；其余河岸种植植物护坡，建设
四个亭子、栽植100多棵风景树，安装
宫灯建设溢流坝两座，水质监测综合房
一处，配水质监测系统一套。大力开展
大气污染治理工程，阴平镇积极组织相
关职能部门对全镇露天砂石料场、储煤
场等企业进行了严格的摸底排查。全
镇共排查2处储煤场、11处物料场，并
实行党政成员承包责任制，每处储煤
场、物料场各有一名党政成员帮包，限
期完成清理。

抓长效，持续开展环保巡查和宣传

教育工作。镇环保所、执法队等部门
成立联合巡查小组，对重点污染源实
行定期和不定期检查，务求使企业自
觉、稳定地达标排污。目前，共处理
了西白西烧砖厂、金寺卫生院西墙排
污及陈楼养殖厂、阴平中学路南养猪
场、石泉养殖厂、尚庄养鸡场、赵村
用鸡爪生产饲料作坊等16起污染引起
的环保信访案件。开展新 《环保法》
的宣传教育活动，在全镇范围内大力
倡导环保行为，从内心根本扭转部分
群众随意污染环境的错误认识，彻底
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蒋奉河）

阴平“三抓”提升乡村环境建设生态文明村镇

春季是肠道、呼吸道等
传染病的高发季节。为进一
步加强新学期学校传染病防
控和健康教育工作，预防学
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

生，保障学校师生员工的身
体健康，日前，峨山镇海尔
小学组织全校学生接受了

“麻疹疫苗”注射，同时对
学生宣传食品安全知识，采

取“小手拉大手、家长共参
与”方式，拒绝假冒伪劣食
品的危害性，保证学生能健
康快乐地成长。

（徐红）

海尔小学加强春季传染病防控

“通过街道的培训，我才有信心
搞起合作社，不仅学会如何种好菜，连
怎么经营都学到了，每期我都不落
下。”正在蔬果合作社忙活的吴林街道
李玉东说。李玉东在外打工数年，近
年返村搞起了大棚蔬菜种植，去年参
加街道举办的新型农民培训成为他务
农的一个新起点，依靠培训所学科技
知识和新的经营理念，成立了蔬果合
作社，如今把合作社经营的有声有
色。目前，在该街道受益于强农政策
的农民还有很多。

近年来，吴林街道紧紧围绕发展
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这根主心轴，

实施农民科技培训、完善农业基础设
施、发展地方优势产业、提高农民就业
技能四大举措，促进农民增收。

重抓科普惠农，增强农民创业本
领。充分利用村居教育中心、远程教
育网等农村培训资源，大力实施科技
培训工程，在各村居设立科普知识宣
传栏，定期更换内容，使农民及时掌握
相关知识。同时，大力实施农村人才
工程农民培训项目，着力培养一大批
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能创业的新
型农民。

重抓基础建设，筑牢农民增收根
基。近两年来，该街道不断加大农田

设施改造、农田整理方面的资金投入，
先后实施了投资180万元的核桃种植
基地建设、投资 600 万元的城东河污
水治理、投资近3980万元涉及17个自
然村的2万亩的土地整理、投资1700
万元的小农水等多个农业项目，复垦
土地、挖沟渠、建桥涵、打机井、新修和
硬化田间道路，现在境内 90%以上的
耕地已经全部整理一遍，全部实现了
田成方、林成网，旱能浇、涝能排的目
标。

重特色，发展地方优势产业。不
断加大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力度，狠抓
特色产业发展，创新土地流转方式，积

极引导成立农业合作社，形成了以肉
牛、草莓、蔬菜等优势特色产业为主
导，其他产业齐头并进的产业发展格
局。近年来，新扩蔬菜 5000 亩，新建
高标准大棚 900 亩，流转土地面积
10000 亩，发展新型农村经济合作组
织102家，新建养殖小区1个，新建草
莓、葡萄采摘园5处。

重抓技能培训，拓展农民就业渠
道。该街道始终把提高农村劳动力就
业作为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来
抓，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持续优化投资
发展环境，积极引进项目。截至目前，
该街道共发展企业 522 家，成为吸纳
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蓄水池”。同时，
采取村企、校企联合的方式，培训企业
急需的实用性人才，提高劳动力就业
率，增加农民收入。（晁园园 邵磊）

吴林街道强农政策撑起农民钱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