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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全要素推进乡村振兴
山东聚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

农业强省，农业综合实力跃上大台阶，农村整

体面貌实现大改观，农民生活水平得到大改

善，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打造乡村

振兴齐鲁样板不断取得新成效，乡村振兴齐

鲁画卷徐徐展开。2023 年前三季度，山东省

农 林 牧 渔 业 总 产 值 8819.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4.9%；1 至 11 月，农产品出口额 1336.6 亿元，

同比增长 6.4%。

抓好粮食生产

“你看这雪层覆盖下的麦苗长得多好，保

准又是一个丰收年。”1 月 5 日，在山东省聊城

市冠县辛集镇辛集新村的麦田里，辛集新村

党委书记于月祥查看小麦生长情况。他告诉

记者，他们村的 5200 多亩地实行农业生产托

管服务，无人机打药、撒肥机施肥，省时省力

还省心。

“除保底收益外，还有粮食收益分红，让

农民当上‘甩手掌柜’，有力推动了农业规模

化、集约化经营。”冠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

局长，冠县乡村振兴局局长申延龙说。

作为粮食大省，山东抓好粮食生产，2023

年以来，实施粮食单产提升行动，推动良田、

良种、良机、良法、良制集成发力，全省粮食播

种面积、总产、单产实现“三增”，单产达到

449.5 公斤/亩，比上年增加 8.1 公斤，带动总

产达到 1131.1 亿斤，增加 22.3 亿斤，连续 3 年

站上 1100 亿斤台阶。

据山东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刘萍介绍，山东突出抓好粮食收购、储

备和产业发展，为端牢中国饭碗、推进乡村全

面振兴展现出大省担当。建立总规模超 6 亿

元的粮食收购贷款信用保证基金，支持企业

增 信 贷 款 45 亿 元 ，助 力 企 业 增 效 、农 民 增

收。省市县三级地方储备体系健全完善，粮

食安全的“第一道防线”稳固。

推进五大振兴

乡村振兴不是“单项冠军”，山东注重“五

大振兴”协同推进。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关键。在

聊城市东阿县大桥镇后韩村的绣青水产养殖

专业合作社，一条条“金鳞赤尾”的黄河鲤鱼

正被装车运往京沪等地。东阿县按照“一镇

一业”“一村一品”目标，培育壮大 11 项优质

农产品品牌。2023 年 1 月至 10 月，全县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营业收入 66.2197 亿元，增速

达 13.92%。

目前，山东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超

万家，已形成 7 个千亿元级产业集群，省级以

上现代农业产业园实现涉农县（市、区）全

覆盖。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为吸引有志人才

投身乡村振兴，济宁市在全省率先开展“乡村

振兴合伙人”试点。济宁市泗水县创新推出

“政府支持+平台孵化+市场运作”的乡村振

兴合伙人机制，全县共招募“合伙人”280 人，

落地合伙项目 136 个，带动就业 7800 余人。

近年来，山东构建起从两院院士、泰山学

者到农技推广人员、“田秀才”“土专家”的人

才矩阵，农村实用人才总量达 270 万人以上。

基 层 党 组 织 是 实 施 乡 村 振 兴 的“ 主 心

骨”。“自从加入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俺这

冬枣再也不愁卖了，2023 年的收入比 2022

年提高了一大截。”滨州市沾化区下洼镇东

平村村民王春民说。“我们探索建立‘头雁领

航、强雁带动、归雁回巢、群雁齐飞、后雁跟

进’的‘雁阵式’管理新模式，选优配强 438

个村党组织书记；推动领办合作社 132 家，

建设卫星工厂 234 家，推动扶持创办致富项

目 63 个。”沾化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区委非

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工委书记张学

利说。

现 在 ，山 东 村 党 组 织 领 办 合 作 社 达 到

4.28 万家，覆盖 4 万多个行政村。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农村宝贵财富。冬日

的暖阳下，白天鹅在日照市五莲县白鹭湾美

术馆小镇的河面上戏水，很难想象这里曾是

一片山野荒滩。山东白鹭湾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群德说，经过 10 年的持续打造，他们把昔

日的“四荒地”变身“绿色银行”，累计接待游

客 200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过亿元。

近年来，山东累计排查消除农村黑臭水

体 1398 处，开展酸化和盐碱等退化耕地治理

100 多万亩，完成新增、更新和退化林修复

704 万亩，乡村全域向田园美、生态美转变。

乡村振兴，更要铸牢文化振兴之魂。“帮

助困难老人可获取积分，门前整洁美观评为

先进也可获得积分，一定数量的积分能兑换

米、油、抽纸等，都很实用。”沂水县崔家峪镇

磨峪村村民孙明娜说。近年来，沂水县做好

“信用+乡村治理”文章，累计发放村集体资产

股权质押、美德“信沂贷”1844笔共 9.8亿元。

山东统筹推进美德信用进乡村，创建国

家 级 文 明 村 镇 264 个 、省 级 文 明 村 镇 4295

个。全面启动“四廊一线”文化体验廊道建

设，创新推出“黄河大集”“村村有好戏”等系

列活动，乡村文化日益繁荣。

培育特色品牌

乡村振兴离不开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山

东将资金、技术等众多要素资源向农村汇聚，

让广大农村成为投资兴业的热土。

最近，200 万元的“强村贷”到达济宁市

嘉祥县菇丰黑木耳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账户，

让急需大批购进棉籽壳等生资产品的该合作

社理事长吴洪启喜出望外。

近年来，农行山东省分行不断加大涉农

领域信贷投放，激发涉农新型主体、重点农业

经营大户生产经营活力。他们创新推广“齐

鲁富民贷”“联企兴村贷”等特色产品，促进小

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千方百计增加农

民收入。2023 年末，农户贷款余额达 557 亿

元，年增量达 208 亿元；累计发放“强村贷”

17.6 亿 元 ，支 持 村 党 组 织 领 办 合 作 社 1570

家，促进村集体和农民增收。

山东着力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向标准化要质量，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

展。从“一粒种子”到“一桌好菜”的全产业链

行业标准，从 14 大类 182 个品类的蔬菜标准

数据库，到打造蔬菜种业“中国芯”，培育 29

家标准化种苗基地⋯⋯一连串数字见证了寿

光市用标准化培育特色品牌，展现了“寿光蔬

菜”金字招牌的发展之路。

品牌的建设和打造离不开标准化助力。

早在 2018 年，在山东省市场监管局帮扶下，

国家蔬菜标准化区域服务与推广平台、国家

技术标准创新基地（蔬菜）等接连落户寿光。

6 年里，寿光市发布国家标准 4 项、行业标准

9 项、地方标准 41 项、团体标准 92 项，编制 37

种蔬菜的生产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 54 项，收

集梳理产业链标准 2369 条，建成蔬菜质量标

准数据库，有效解决了农业“无标生产、无标

流通、无标销售”的问题。如今，以寿光蔬菜

为核心的千亿元级蔬菜产业集群入选全国首

批 50 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截至目前，山东共创建

国 家 级 农 业 标 准 化 示 范 区

323 个、省级农业标准化试

点 331 个，农业领域国家技

术标准创新基地 1 个，国家

农业标准化区域服务与推广平台 9 个。全省

知名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和企业产品品牌分

别达到 81 个和 700 个，标准化助力山东农业

品牌越来越响。

下一步，山东将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

全面振兴，以片区建设为抓手，以产业发展为

基础，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以城乡融合为动

力，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因村因地而宜，凝聚

各方合力，全要素推进“五大振兴”，加快推动

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提档升级。

湖北宜都——

深化“一件事一次办”改革
本报记者 董庆森 柳 洁

“原以为是‘大工程’，没想到一天就办成了。”

谈起在湖北省宜都市开设分公司的经历，河北共

想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郭东东这样说。

2022 年，“宋城·三峡千古情”项目落户宜都，

这是湖北省首个大型旅游演艺项目。郭东东认

为，宋城的落户将带来巨量客流，决定在宜都开设

分店。开办酒店涉及市场监管、卫健、文旅、城管执

法等 8个部门，他用一天时间就办完了所有手续。

近年来，宜都市以企业和公民个人“全生命周

期”服务为主线，持续深化政务服务“一件事一次

办”改革，通过理顺办事流程，设立综合服务窗口，

推动“一窗通办”，提高了办事效率，降低了办事

成本。

在宜都市政务服务大厅的醒目位置，一张“宜

都市企业全生命周期‘一件事’树状示意图”引人

注目。涉企事项被分为市场准入、员工招聘、退出

市场等 6 个部分，清晰标注着 90 项高频办理事

项。在一张“公民个人全生命周期‘一件事’树状

示意图”上，标注的 143 项个人高频办理事项涉及

出生、上学等各个阶段。

针对群众反映的办事流程繁琐、重复提供资

料等问题，2022 年 9 月，宜都以“一件事一次办”为

主题场景，聚焦企业和公民个人全生命周期管理，

将关联事项进行融合，设计出“两棵树”。

“不同生命周期，有不同的‘枝桠’，对应着相

关部门，扫描二维码，还可以详细了解办事流程及

所需资料。”宜都市政务服务中心综合窗口业务负

责人何亚亚说。

宜都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局长水源表

示，“两棵树”是群众办事的“路线图”。树状示意

图推出后，所有事项办理环节缩减 87%。

目前，入驻宜都政务服务办事大厅的共有 37

个市直部门。“推动办事提速，必须打破部门壁垒，

实行‘一窗通办’，实现从部门窗口到综合窗口转

变。”水源说，综合窗口也对工作人员素质提出了

更高要求。

设置综合窗口，意味着每个窗口需无差别受

理多个部门的政务服务事项。宜都市委、市政府

态度坚决：“只要有助于为群众排忧解难，难度再

大也要改。”在省市相关部门的支持下，省级、市级

相关部门给予账号授权，办事权限问题得以解决。

“一线办事能手轮流上台讲课，先学理论、再

实操、最后考核。”水源说，经过长达半年的全业务

培训，历经数百节专业课、数十次实践考核，29 名

综合窗口工作人员全部做到“一口清、一问知、一

眼准、一手灵”。

2023 年 2 月，“一窗通办”正式上线。原有的

37 个部门窗口被整合为 22 个综合窗口，无差别受

理 32 个部门 1641 个事项，政务服务事项可网办率

达到 100%。

“2022 年，大厅排号总数近 30 万个。2023 年

全年，排号数只有 12 万个。”何亚亚表示，群众在

窗口的平均等待时长，也从最高峰的 19.6 分钟降

至 2.1 分钟。

据统计，自“一窗通办”运行以来，当地群众办

事环节减少 89%。全市总事项承诺时限较法定时

限压缩 95.62%，即办件占比达 97.58%。良好的营

商环境助推当地实现更好发展效果。2023 年，宜

都新签约亿元以上项目 140 个，新开工亿元项目

132个，新增经营主体 26964家，同比增长 61.57%。

乐见老年食堂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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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 布 广 州 的 1200 多 家 老

年食堂，为老年人提供“舌尖上

的幸福、家门口的便利、钱包里

的实惠”。而近期，广州城区一

批“网红”老年食堂获年轻人

“团宠”：从写字楼的白领、逛累

了的游客、放学的学生，到快递

小哥、公交车司机，纷纷前去错

峰用餐。虽不能享受政府对老

年人的用餐补贴，但花 10 多元

解决一顿饭，有菜有肉有汤，经

济实惠又健康安心，令不少年

轻人“探店”后成了常客。

年轻人“蹭”老年食堂会挤

占对老年人的服务空间吗？恰

恰相反，这是政府、食堂和老年

群体都乐见的。2023 年 10 月，

民政部等多个部门联合印发

《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行动

方案》；12 月，广东省和广州市

相继就老年助餐服务新方案向

社会征求意见，各级政府部门

的一系列新政策，意在发挥“市

场之手”作用，将老年助餐的公

益属性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

确保可持续。面向年轻群体错

峰开放，正是广州在老年食堂

“公益性+市场化”模式上的有

益探索——食堂运营收入增加

了，菜品丰富好吃了，口口相传

吸引更多消费者，进而实现良

性循环。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

人福祉的意见》提出，引导餐饮企业、养老机构等开展老年

助餐服务。当前，随着老龄化进程加快，各地都在大力推进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老年助餐服务是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广东提出，到 2025 年建成基本养老服务体系，目前全

省已建成约 3000 家“长者饭堂”。能否运用“市场之手”构

建起好高品质、可持续的老年助餐服务网络，关乎老年人的

桑榆晚景，也关乎城市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广州等城市的

探索带来一些启示。

老年食堂要办得长久，应在经营上注重精细化、规模

化。菜品价格不能高、品质不能低，这对经营者是不小的考

验。一方面可用更精细的服务来控制成本。如广州一些老

年食堂会记录社区老人的口味喜好，以便精准备餐，减少浪

费。另一方面“走量”不可少。广东省民政厅调研测算，平均

每天有 300 人就餐，一个食堂才能实现“保本微利”。因此，

广州不少老年食堂运营者积极探索“社区食堂”模式，拓展就

餐群体以提升造血能力，如精心铺设取餐点以扩大覆盖人

群，推出面向写字楼的包餐服务、面向家庭的定制服务等。

老年食堂要办得贴心，还应拓展市场化思维，善用市场

机制。在广州，许多老年食堂依托所在的颐康服务中心，打

造出一个个“银龄交际圈”。老人们不仅可以吃饭、会友，还

能顺便做个理疗、学学书画，前去就餐的意愿也大增。不少

老年食堂还与社会餐厅、高校或机关食堂合作，探索出了各

具特色的服务路径。如由社会餐饮机构采取“中央厨房+

社区门店”等方式参与服务等。相信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

将更有利于找到企业可保本赢利、财政可承受、老人能负担

的平衡点，让更多老年食堂实现良性发展。

□ 本报记者 王金虎

本版编辑 张 虎 美 编 高 妍

在山东潍坊青州市经济开发区范王村有机草莓采摘园，市民在采摘。

杨 潇摄（中经视觉）

日前，在四川省眉山市

仁寿县金鹅纺织有限公司，

工人在细纱车间生产订单产

品。今年以来，仁寿县不断

加 大 对 企 业 的 帮 扶 支 持 力

度，推动企业产销两旺。

潘建勇摄（中经视觉）

1 月 22 日，工人在柳州螺蛳粉产业园一企业生产车间里装包袋装螺蛳粉。螺蛳粉是广西

柳州的特色美食。随着春节临近，订单增多，柳州螺蛳粉产业园各企业开足马力加大生产，供

应市场。 黎寒池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