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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山东栖霞果农增收门路多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胡国锋 蒋言芳

山东省栖霞市地处胶东半岛腹地，辖
区内群山起伏、丘陵连绵，有“六山一水
三分田”之说。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
件，孕育了“质脆皮薄、酸甜适口”的栖
霞苹果，全市苹果种植面积128万亩，年
产苹果22亿多公斤，果业年产值达160多
亿元。

全域推进 奋勇争先

眼下，“果都”栖霞桃红柳绿，处处
可见果农忙碌的身影，而在今年的苹果园
中，又新添了阵阵油锯声：果农们在给苹
果树伐老建新、间伐、去大枝减密……

栖霞市官道镇大河崖村党支部书记丁
言巧正组织果农成方连片推进老劣果园更
新改造升级，“我们村今年一共要改造120
多亩老果园，涉及30多户果农。时间不等
人，我们打算用3天时间把老树伐完”。

“村里号召砍伐老果树，大家伙一开
始还有点接受不了，辛辛苦苦栽的果树，
要伐了确实舍不得。后来，看到别的村党
支部领办合作社统一规划建设优质高产的
宽行密植现代苹果示范园，大家的思想也
转变了。相信果树改成新品种后一定能增
加收入，我们的日子也会越过越好！”蛇
窝泊镇南榆疃村果农牟丽君说。

自去年以来，栖霞市抓党建促乡村振
兴，在全域推进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在党
支部带领下，栖霞市今年改造15万亩老
劣果园的“硬骨头”即将被啃下来。

全员参与 攥指成拳

“以前老百姓自己种苹果，因为势单

力薄，加上苹果树老化，往往丰产不增
收，现在将土地流转到党支部领办的合作
社，每年每亩地能拿 1000 元的基础股
金，4年后每亩地还能得到1万多元的分
红。”松山街道汉桥村党支部书记徐守欣
指着山顶的苹果示范园说。

这片苹果示范园，是汉桥村采取
“党支部+合作社+项目公司+农户”方
式，成方连片流转老百姓土地改造成
的。建设“新模式新技术”的现代农业
产业园，发展园区生态循环农业，打造
绿色有机优质苹果品牌，是栖霞扎实推
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乡村振
兴的重要举措。

合作社变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为适度
规模经营，采用土壤修复、宽行密植、水
肥一体、绿色防控、机械作业、物联应
用、智能管理等先进技术和模式，统一开
发、统一种植、统一标准、统一管理、统
一品牌、统一销售，实现果业全面转型升
级。同时，合作社一头连起小农户，一头
连起大市场，并以“农头工尾”为抓手，
做好接二连三文章，促进了“新六产”兴

旺繁荣。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以“股”连心、连

利、连责，还建立起村集体和农民之间紧
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形成了集体与群众利
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济共同体，充分激
发了群众投身乡村振兴的热情。农民以
土地经营权入股，既享受基础股金，又享
受二次分红乃至三产融合中的多次返利，
还可以到合作社务工按劳计酬，实现多门
路增收。保守测算，盛果期后，每位果农
获得各类收入可达2万元。同时，栖霞市
优先保障贫困、老龄农民加入合作社，享
受基础股金和二次、多次返利，真正意义
上实现脱贫致富、共同富裕、以地养老，从
根本上解决7600多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
脱贫问题。

全局筹划 镇村融合

促进乡村振兴纵深推进，栖霞注重加
强顶层设计，突出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
持党建引领，形成组织强、产业旺、农民
富、品牌亮的生动实践。

栖霞以党建引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发展作为组织振兴的切入点，以组织振
兴引领产业振兴、进而带动人才振兴、
促进文化振兴、加快生态振兴。统计数
据显示，栖霞市累计培育1300多名新型
职业农民，吸引360多名返乡大学生成
为“农二代”，人才带来了新的理念、先
进的技术。一批先进典型纷纷涌现，衣
家村被推选为“中国美丽乡村百佳范
例”，经济开发区率先整建制消除集体经
济“空壳村”。

随着果业的转型升级，“一控两减三
基本”也得到全面推广，加快了“山水林
田路湖”综合治理的进程，奠定了人居环
境整治的物质基础，有效解决了农业面源
污染这一顽疾，形成了天蓝地绿的山水画
卷、清新隽美的田园风光、内秀外美的幸
福家园。

经过两年多的探索实践，目前，栖霞
市已有81.7%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其
中今年以来新发展64个，领办比例最高
镇达到92.9%，已呈现出点上闪亮、面上
开花、星火燎原之势。

图为游客在栖霞市官道镇苹果基地采摘。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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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分已过，在安徽省巢湖市庙岗乡军高村文园菊花种植基地，
村民在基地负责人秦松的带领下，忙着选苗、挖坑、栽苗、浇水。

据介绍，今年该基地除购买一部分菊花苗外，也开始自己培育
菊花苗。从培育到移栽要经过几道工序：先从菊花母株根部采取
嫩苗，精选后，再在田垄上扦插，待20天生长后就可以移栽了。

秦松说，前两年他和合作伙伴一起在军高村通过土地流转承
包了230亩荒岗地种植菊花，既种饮用菊花，也种药用菊花，品种
有金丝黄菊、婺源菊、七月菊等六七个品种，秋季开始采摘后，利用
自建的烘干房深加工，其中菊花茶产品供不应求。通过这两年的
栽种和深加工，菊花产业收效明显，每亩年产值1万多元。

菊花基地的发展，带动了当地80多名农民就业。在菊花种植
基地，当地村民不仅可以出租土地获得收益，闲散劳动力还可以足
不出村在家门口务工挣钱。

今春以来，每天早上大钟村村民钟开圣都会来基地上班，他在基
地主要从事浇水、锄草等田间管理工作，每天工资100元。比起此前
在外打工，钟开圣说：“现在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增收的梦想。”

近年来，庙岗乡充分利用丰富的山场资源，大力发展特色种植
业，尤以黄金茶、菊花茶、猕猴桃、草莓、无花果等特色产业为主，传
统的农作物种植开始向现代经济作物种植转变，形成“一村一品”
产业结构，乡村经济结构及增长方式得到了改变与发展，逐步实现
了全乡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安徽巢湖：

菊花种植产值高
本报记者 白海星 通讯员 马丰成

阳春三月，是拱棚蔬菜管理移栽的关键时期。在甘肃敦煌市
月牙泉镇合水村的百亩拱棚示范基地里，种植户们正忙着在自家
拱棚里采摘蔬菜。

今年65岁的月牙泉镇合水村二组农民朱新元种植拱棚蔬菜
已有十几年。目前，他家共种植7个拱棚，亩均年收入1.3万元左
右。朱新元告诉记者，他1月20号以后把棚搭上，然后播种，3月
份就开始卖菜了。

朱新元说，他每年都会在春节前夕种好小油菜、菠菜等生长期
短的绿叶菜，3月初移栽西葫芦、菜花、青笋等生长期长的蔬菜。
这样一来，3月中旬绿叶菜上市，5月份西葫芦、菜花、青笋上市，利
用“多茬套种”，可以保证拱棚里上市蔬菜不断茬。

“我们的主要种植模式是笋子套菠菜、菜花套菠菜、包菜套菠
菜，再就是葫芦地里带着种些其他绿叶菜。”朱新元说。

经过十几年的摸索积累，朱新元现在已经是拱棚蔬菜“多茬套
种”的“土专家”了。在他的带领下，月牙泉镇合水村的种植户们合理
运用“多茬套种”技术，将不同蔬菜作物有序地组合在一起，不仅节约
了成本，提高了作物产量品质，还将拱棚的土地空间资源利用和整体
经济效益最大化。如今，这个园区拱棚的亩均年收入达1.5万元。

月牙泉镇合水村是敦煌市蔬菜主产区之一。近年来，这个村
充分依托特殊的地域和产业优势，以提产、增收、高效、高质为目
标，大力发展蔬菜标准化种植产业。目前，月牙泉镇合水村已搭建
拱棚157座、150亩，拱棚蔬菜收入占到全村人均收入的51%。

甘肃敦煌：

“多茬套种”效果好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通讯员 张晓亮 吴冬妮

“大家放心，加油站已经备足了汽油
柴油。这次送油如不够，可随时预约，随
时补给。”中石油吉林销售松原分公司所
学加油站经理陈荣华在姑字村对村民们
说。他已经连续3天为村里的43家农户送
来了24.33吨0号柴油。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关键期正值春耕

生产期，中国石油吉林销售公司一手抓
疫情防控，一手抓春耕保供。春节前，
中国石油吉林销售公司所属加油站员工
详细询问农户用油需求，介绍今年的惠
农政策，并预约办理了一批中国石油加
油卡。他们还积极组织资源、协调运
力，科学统筹吉林省内春耕保供的点、

线、面，先后调拨储备0号柴油 2万余
吨，保证了182座农村加油站资源供应
充足。

中国石油吉林销售公司制定了疫情防
控工作指导手册，覆盖了从油库发付、在
途运输、入站销售各个环节。对农民用
户，相关加油站开通春耕保供绿色通道，

电话预约周边农民有序来站加油，引导进
站车辆保持间距。对于一些距离较远、出
行不便以及实施封闭管理的村屯，中国石
油吉林销售公司征得地方政府部门同意，
建立了春耕用油固定站点、固定车辆、固
定路线、固定客户、固定人员、固定防疫
程序的“专油专送”机制，让农民足不出
村就能用上放心油。

中国石油吉林销售公司还联系化肥供
应商开通了“网络直播”，详细介绍化肥
的种类、价格、用法、用量等信息，并在
线解答大家的疑问。目前，通过“网络直
播”留言、微信电话预订等方式，公司已
经接到化肥订单2万余吨。借送油的机
会，各个加油站一并将化肥送到农民
手上。

用油预约 送油到田
——中石油吉林销售公司全力服务春耕

本报记者 李己平 通讯员 张丽丽

日前，江西省新余市高新区马洪办事处南岭村鸿翔家禽养殖
农民专业合作社蛋鸡养殖场，工人正在捡拾鸡蛋，并通过电商平台
和商超专线快速供应市场。围绕促进乡村振兴，江西采取“农民合
作社+基地+村委会+贫困户”模式发展特色种养产业，通过电商平
台、商超专线等渠道扩大销售。 赵春亮摄（中经视觉）

江西新余电商促销售

以下单位《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不慎遗失，现声明作废。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邓州支公司张村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02411381005

许可证流水号：0146624

批准成立时间：2003年6月30日

住所：邓州市张村镇张南村邓内路东侧

发证时间：2016年7月11日

发证机关：中国保险监管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邓州支公司

2020年3月30日

遗失声明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华林三路营业
所
机构编码：B0018A251010026
许可证流水号：00716032
批准成立日期：1987年05月28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华林三路63-67号
发证日期：2019年12月27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阳市养马镇支行
机构编码：B0018S251010174
许可证流水号：00716042
批准成立日期：1996年09月16日
住所：四川省简阳市养马镇荷花村15组108号-112号
发证日期：2020年01月08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天府新区永兴
镇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51010176

许可证流水号：00716051
批准成立日期：1987年05月09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永兴街道黄金桥路211
号、211号附1、3号
发证日期：2020年02月27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阳市人民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18S251010175
许可证流水号：00716050
批准成立日期：1996年09月16日
住所：四川省简阳市人民路401-405号1层
发证日期：2020年02月27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批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业务范围：许
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
所列的为准，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现予以公告：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网站（www.cbrc.gov.cn)查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