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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12日讯（最泰安全媒体
记者 侯立群）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坚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保障粮食安全，对当前农业发展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深入贯彻实施“藏粮于地、藏
粮于技”战略，今年，肥城市在全省率
先探索实施“减垄增地”模式，以科
技、创新拓宽粮食生产新门路。

新门路里藏着新办法。肥城市作
为全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具有粮食
生产基础好、集约化经营程度高、社会
化服务体系完善等有利条件，这为“减
垄增地”奠定了基础。对此，肥城市研
究制定了《肥城市推行“减垄增地”促
进粮食增产增效实施方案》，出台扶持

政策并示范推广，在全省率先打造可
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

今年，肥城市将在安驾庄、汶阳、
边院、孙伯等镇先行开展2万亩大田
无垄种植模式示范试点，择优遴选50
亩以上（含50亩）成方连片种植的粮
食规模种植户作为实施主体，对应用
微喷带、立杆式喷灌、地埋式喷灌高
效节水灌溉设备开展大田无垄种植
的实施主体进行财政补贴和信贷
支持。

肥城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
向记者介绍，从前，田垄作为传统种
植模式的技术手段，主要作用是田地
分界、引水浇地。随着土地规模化经
营和农田灌溉设施提升，田垄的作用
弱化，减垄或去垄可增加有效种植面

积，促进粮食增产增效。
“减垄增地”的金融普惠“套餐”

让农户更有底气。为更好更快地推
广新技术，肥城市也为种植户准备了
一系列的金融扶持政策。肥城市按
照先验后补原则，每亩补贴不超过亩
平均投资额度的50%，每亩最高补贴
不超过200元，同时，还与山东省农
业发展信贷担保有限责任公司联合
推出喷灌节水设备购置惠农贷产品，
在实施主体承担不低于投资30％的
基础上，提供10万元至 300万元贷
款，享受政府惠农贷补贴。

如今，“减垄增地”受到越来越多
种植户的欢迎，肥城市建立了粮食生
产服务平台，进驻专业服务组织117
家。肥城市以投资1500万元建设的

汶阳田农高区为农服务中心为引领，
构建起覆盖全程、综合配套、便捷高
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通过整村
托管方式，为农户提供耕地、播种、浇
地、施肥、收割一条龙精准配餐，为大
面积实施“减垄增地”提供了有力支
撑。据初步测算，“减垄增地”全面施
行后，肥城市45万亩粮田可增加4.5
万亩有效种植面积，按可增产4500
万公斤算，可增收10800万元。

今年，肥城市提出在“十四五”时
期打造“现代农业先行区”的奋斗目
标，“减垄增地”以非常之良策应运而
生，为实现肥城市农业绿色发展，走
出一条适度规模、绿色高效、资源节
约、环境友好的农业现代化之路，迈
开了步子、拓宽了路子。

肥城在全省率先探索实施“减垄增地”模式

全力拓宽农民致富新门路

本报 5 月 12 日讯（通讯员
王珊珊 张锦绣）近日，肥城经
济开发区组织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红色体悟活动，旨在推动党史
学习教育深入开展，引导广大党
员在学习党史中感悟初心使命、
汲取奋进力量，以昂扬姿态助力
该区发展建设。

全体人员首先来到南湖党
建文化主题公园，在“五大书记”
雕塑前，对着鲜红的党旗庄严宣
誓，声声誓言让大家再次回顾了
入党宣誓时的庄严承诺和坚定
决心。宣誓完，党员们参观了整
个党建主题教育公园，领略了公
园主题教育内涵。

随后，党员们来到徂徕山抗
日武装起义纪念碑前，向革命烈
士鞠躬致敬。参观徂徕山抗日

武装起义纪念馆，一幅幅照片、
一段段文字，既是对当年战事的
重现，更是对革命精神的深情讴
歌。每到一处，大家都停下脚
步，认真阅读相关介绍，仔细询
问相关背景，边学习边交流，详
细了解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的
过程和历史意义。

活动结束后，党员们纷纷表
示，进一步从红色历史中汲取了
精神力量，今后将传承发扬革命
先辈们不怕牺牲、顽强拼搏、甘
于奉献的革命精神，充分发挥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坚守初心使
命，强化责任担当，开创各项工
作新局面，为打造“一地、一区、
一城”，奋力谱写中国桃都美好
肥城建设贡献力量，以优异的成
绩向建党100周年献礼。

肥城经济开发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红色体悟活动

感悟初心使命 汲取奋进力量

■参观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纪念馆。 通讯员供图

本报 5 月 12 日讯（通讯员
宋明志）9日8时，伴随着发令枪
响，肥城市首届“汶水之阳”半程
马拉松在大汶河畔激情开跑。全
体参赛选手越过起跑线，奔跑在
景色秀丽、麦花飘香的美丽赛道，
向建党100周年献礼。

赛道穿过新铺设的十里汶河

堤岸，中石故里、书香西徐、樱花
大道孙孝门、千亩花海三娘庙等
10余个魅力景点，参赛选手在比
赛的同时领略了风土人情。据了
解，本次比赛全程21.0975公里，
分专业男女组和迷你组两组进
行，吸引了省内1000余名爱好者
参加。

本报 5月 12 日讯（通讯员 高
楠）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老城
街道充分发挥革命纪念馆在开展党
史教育中的阵地作用，立足自身实
际，深入挖掘老城街道范围内的红色
文化资源，汲取前进智慧和力量，推
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优异成
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为增强学习教育生动性，通过摆
放革命历史时期文物，运用文字、图
片、实物、多媒体展示等多种形式，在
纪念馆内布设党史学习教育展牌，布
展项目分为“古城沿革、革命萌芽、抗
战烽火、解放风云”等8个篇章，让广
大干部群众在身临其境中追忆初
心、寻找初心。

同时，老城街道组织辖区内党员
干部到革命纪念馆重温入党誓词、聆
听老城红色故事、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让主题党课与身边的党史相结合，加
深党员对党史的学习理解，激励党员
干部继承先烈遗志，弘扬爱国主义精
神，传承老城独有的红色基因，让红色
记忆永不磨灭、代代相传。从而教育
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发扬革命传统，永
葆初心、勇担使命，为建设美好幸福老
城汇聚人心、凝聚力量。

据了解，该纪念馆自投入使用以来，
先后荣获“泰安市关心下一代教育基地”

“泰安市党史教育基地”“泰安市党员教
育现场教学基地”“肥城市党史教育示
范点”等称号。自开馆以来，共接待省、
市各级单位和团体622个、8.4万余人
次，举办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主题学
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
史学习教育读书班等培训班6期，培训
人数4800余人次，共举办党员轮训培
训班4期，培训人数6400余人次。

老城街道依托红色教育基地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少先队员参观老城革命纪念馆。 通讯员供图

本报 5 月 12 日讯（通讯员
杨琼）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
丽宜居乡村，事关乡村振兴战略
的实施，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和广大农民的根本福祉。10日，
在石横镇，一场对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的行动正在进行。

走进石横镇仁里村和赵庄
村，随处都可看到干部群众打扫
卫生的身影，集中整治行动开始
之后，大家齐心协力，清理村内外
杂草垃圾、整治卫生死角。与此
同时，石横四村组织清理老泰临
路排水沟，汇北村正在村内硬化
路面施工，中西居村和北大留村
进行河道清理，石横二街使用机
械整治卫生……全镇各村都积极
投入生活环境整治活动中。

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
中，村民是主力，广泛发动村民才

能够有效促进村庄越来越美。石
横镇把整治环境脏乱差、有效解
决农村人居环境问题与新时代文
明实践活动有机结合起来，引导
广大干部群众身体力行，助力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

一直以来，石横镇将环境改
善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来抓，在该
镇范围内持续开展人居环境综合
整治，用实际行动不断提升石横
镇的整体环境面貌。从严落实

“属地管理”网格化包保责任、“三
大堆”清理等工作，全面提升村庄
整体环境质量。另外，设立专门
的督查工作组，对各社区（村）和
各路段整治情况开展不定时督
导，以检查抓实效，为人民群众营
造整洁、优美、宜居的生活环境，
提升百姓生活的舒适感和幸
福感。

石横镇

开展人居环境整治
全力打造宜居乡村

在肥城市安临站镇大董庄村，有
位94岁的老人，无儿无女，却每天衣
食无忧、安享晚年、怡然自得。原来，
老人有一直待他如亲父的侄子、侄媳
妇照顾。老人的侄子名叫蒋元岱，他
与妻子孙玉兰照顾叔父蒋太路几十载
的故事在当地传为佳话，演绎着“中华
孝道”“中国好家风”的典范。近日，蒋
元岱一家还被评为泰安市文明家庭。

蒋太路老人今年已经94岁了，但
身体好、心态好，每天都乐呵呵地在村
里遛弯、晒太阳，逢人就说：“侄子、侄
媳妇伺候得好，吃得香、睡得好，我还
能再活几十年。”据了解，蒋太路十几
岁时便参加了抗日战争，随后回到家
靠务农为生，一生没有婚配，无儿无
女，也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分家时，
蒋元岱的父亲便决定让他一家和叔叔
一起过日子，从此蒋元岱和妻子孙玉
兰便担负起奉养老人的责任。转眼几
十年过去了，蒋元岱的3个孩子已成
家立业，老两口也年过六旬，他们还是
每日三餐，洗衣、喂药，悉心地照顾着
耄耋之年的叔父。

每天天刚亮，蒋元岱和孙玉兰便
早早起床，孙玉兰做好热腾腾的早饭，
蒋元岱刚好伺候叔叔起床。吃完早饭
后，老人便出门晒晒太阳。老人年纪

大了牙口不好，蒋元岱都是将水果削
好皮切成薄片，方便叔叔吃，一日三餐
也是按照老人的意愿。蒋元岱说：“我
叔年纪大了，血管细、容易晕，有一次
半夜发冷哆嗦难受，我和老伴袜子都
没穿就和孩子带老人去了医院，现在
晚上不敢让他自己独自走动。”直到现
在，蒋元岱都是把老人搀扶到床上才
去睡觉。冬天怕老人冷，他还特意给
老人准备了火炕。

走进叔叔蒋太路的屋子，老人的

床头摆着侄子给买的唱戏机、收音机，
听蒋元岱说，这是老人的最爱，一睡醒
就要打开听戏，蒋元岱说：“我叔会过
日子，每次给他老人家买点东西唠叨
半天，说我们挣钱也不容易总是乱花
钱，我们图啥哩，不就图老人开心嘛。”
蒋元岱的儿子们受他影响，也把老人
当亲爷爷一样孝顺，每次回家都给爷
爷带水果、带点老人爱吃的零食。“家
里从来不缺水果，孩子们经常给爷爷
买，说要让爷爷把好吃的都尝尝。”蒋

元岱说。
孝道、家风都是言传身教、春风化

雨的过程。蒋元岱说：“小时候在奶奶
家，父亲、叔叔兄弟间相亲相爱，孝敬
老人，对我的影响也很大，自家的叔叔
也好、大爷也好，我从心里感觉他们都
是自己家的老人。作为晚辈，孝敬我
叔是应该的。”除了照顾叔父，自己弟
弟有困难时，他也主动担起照看弟弟
家孩子的责任，一家人虽然不富裕，但
大家齐心协力，在一起也过得开开心
心。作为老兵的蒋太路总告诉晚辈，
不管什么时候，还是共产党好，让百姓
过上好日子。蒋元岱早年到东北打
拼，一辈子勤勤恳恳，也总教育做生意
的3个孩子诚信经营、靠双手创造财
富。一家人都传承着孝顺老人、勤奋
创业的良好家风。

提起蒋元岱，村里人都竖起大拇
指。村民们说，蒋元岱不但是孝老爱
亲的好榜样，还是远近闻名的热心肠，
他用自家的车免费为村里的人运麦
子，邻里之间有了矛盾，他及时前去化
解，他用孝老爱亲诠释着淳朴的家风，
也用真情传递着“五好家庭”的正能
量，蒋元岱还获得了“山东好人”等众
多荣誉称号。

“叔父也是父啊，只要我们还有力
气伺候，我们老两口会一直陪着叔叔
的，他健康长寿是我们做晚辈最大的
心愿。”蒋元岱和孙玉兰是这样说的，
也是这样做的。

安临站镇蒋元岱：

用孝老爱亲诠释淳朴家风
□通讯员 孔燕

肥城市首届
“汶水之阳”半程马拉松开赛

■蒋元岱（左）与老人坐在一起聊天。 通讯员供图

■“汶水之阳”半程马拉松开赛。 通讯员供图

本报 5月 12 日讯（通讯员 纪
宗玉 赵卓）近日，笔者在肥城市山
东腾阳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内看到，一台台精准智能的自动化
设备高效运作，长臂机械手伸缩自
如地抓取材料、轨迹作业、运送下
线，各道工序衔接顺畅、有条不紊。

“2015年我们公司第一台高位码垛
机问世就广受好评，经过 6 年的发
展，已成为国内知名的工业机器人
自动化生产线制造商。与全球四大
机器人制造商瑞士AB、日本川崎、
德国库卡达成战略合作关系。”山东
腾阳智能装备有限公司董事长说。

“机器换人”技术是推动传统制
造业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一项重要

举措，是以现代化、自动化的智能装
备提升传统产业效率、推动技术红
利替代人口红利、成为新的产业优
化升级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之
源。肥城市借此不断强化对企业技
术创新的引导、培育和服务工作，加
强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和技术成果转
化、产学研合作和创新人才培养，促
进企业提质增效。

伴随着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先进科技的深入发展和应用，
山东腾阳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也在持
续实施智能机器人、智能机械手的
科技引进，推进“智能工厂”的网络
建设，实现关键岗位“机器换人”，真
正实现从“制造”到“智造”的飞跃。

随着科研水平的不断提高及科技人
员素质的不断加强,已完成18项科
技成果转换,截至目前，共获得发明
专利8项，实用新型专利10项。未
来该公司将用3年的时间打造出一
个以智能化、信息化、自动化为中心
的腾阳智能装备产业园。

“我们成立了企业技术中心，在
2019年被认定为‘山东省一企一技
术研发中心’，中心柔性引进了湖南
大学夏金童博士，培养技术人员60
余名。”肥城昌盛特种石墨有限公司
负责人说。该公司主要从事石墨及
碳素制品的生产、销售与研发，公司
自成立以来就十分注重科技创新，
共取得65项国家专利，其中发明专

利7项，软件著作权7项，参与制定
了 4 项行业标准。尤其近几年来，
开展各类研发项目 30余项，其中 6
个项目被列入“山东省技术创新项
目”。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
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
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
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坚定不移建设
制造强国，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
心竞争力。近年来，肥城市积极引
导企业创新发展，培植了一批技术
领先、市场占有率高的“隐形冠军”
和技术企业，发挥其成长性高、创新
能力强的优势，为工业经济发展注
入了新动能。

肥城市大力开发运用自主知识产权

提高工业经济核心竞争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