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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城桃现代农业产业园物联网数据平台。 通讯员供图

肥城市推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链长制”激发农业新活力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秦雷 张建

■“田成方、林成网”的高标准农田。 通讯员供图

近年来，肥城市坚持稳中求进，
以创建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为契
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农
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绘就乡村振兴的
崭新画卷。肥城市入选省现代农业
强县名单，孙伯镇和15个村被评为
省级乡村振兴“十百千”工程示范创
建单位。

以桃为媒
农旅融合做活“桃”经济

仪阳街道刘台村是肥桃主产区，
种植历史悠久，90%以上的农户种植
肥桃，现有种植面积2000余亩。多
年来，种植农户分散经营，无法形成
规模效益和品牌效应。面对这一困
局，刘台村党支部决定领办专业合作
社，提高肥桃种植的组织化、标准化
程度，振兴肥桃产业。该党支部按照
程序注册了刘家台村康益肥桃产销
专业合作社，村集体以50亩果园入
股，村“两委”成员带头将自家果园入
股，带动 185 户农户入股果园 800
亩，实行统一经营管理。“这些桃果径
都在95毫米以上，一天能发出二三
百箱。”现场工作人员一边将个头硕
大、清香扑鼻的桃子一个个装进包装
盒一边介绍。

“合作社注册‘刘台牌’商标，建
立标准化示范园，还邀请山农大、省
果科所等专家教授开展技术指导，建
立肥桃种植‘十统一’模式，即统一培
训、统一品牌、统一修剪、统一施肥、
统一防治、统一采摘、统一规格、统一
定价、统一包装、统一物流。”采访时
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如今，合作社
种植肥桃品质不断提升，品种达到
42个，实现了四季有桃。

“线上销售，主要销往北京、上
海等大城市，客户指名就要咱们的
肥城桃，而且每年都有新客户。”正
在忙着装箱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
在销售上，他们引进泰安影响力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建立电商服务中
心，指导带动党员群众发展电商产
业，打破传统肥桃单纯依靠线下批
发、溢价空间小、增产不增收的瓶颈
制约。目前，刘台村注册淘宝网店
92家，落户顺丰、圆通、中通、韵达、
邮政5家物流快递公司，2021年肥
桃线上销售额超过4000万元，连续
6年被评为鲜果类淘宝村。结合省
级农业产业园区建设，刘台村启动
了电子商务综合服务平台项目建
设，项目总投资500万元，建筑面积

达1779平方米。
以桃为媒，围绕“桃文化”打造旅

游经济，刘台村通过招商引进泰西生
态旅游有限公司，先后投资4000余
万元，打造桃花谷、民俗馆等20余处
景点，完善餐饮、住宿、娱乐等配套设
施，提供吃、住、游“一条龙”服务，连
续举办桃花节和金秋品桃节。借助
旅游开发，刘台村还发展起12家农
家乐，带动群众致富。整合周边鱼山
古村落资源，刘台村探索“传统村落+
民俗旅游”“桃文化+民俗旅游”等多
种新路径，构建起以品桃、游古村、休
闲观光为主的乡村旅游格局，在全省
乃至全国打响了肥城旅游品牌，年吸
引省内外游客80多万人。旅游业的
发展将刘台肥桃推向全国，成为乡村
振兴的动力引擎。

肥城市坚持用工业化理念抓农
业，围绕有机菜、高产粮、肥城桃三大
特色产业，实行农业产业“链长制”，
今年1至6月份，规上农产品加工企
业实现营业收入52.1亿元；大力发展
现代食品产业，梯次培育40家规模
企业，加快推进23个产业项目建设，
总投资64.1亿元，项目个数、计划投
资额均列泰安各县（市、区）首位。此
外，肥城市还积极深化农产品品牌创
建，“肥城桃”入选省第一批“好品山
东”品牌。

培育高素质农民
打造乡村振兴生力军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农民是乡
村振兴的主体，培育高素质农民，发
挥人才引领作用，是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重要
支撑。

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发布《2022
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师傅带徒”
等系列评审名单公示》，其中，山东省
中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被评为山东
省高素质农民培育专业类培训基地，
肥城市刘家台村康益肥桃产销专业
合作社、肥城市西徐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被评为山东省高素质农民培育工
程农民田间学校。近年来，肥城市不
断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工程，累计培
训30班次、2500人次，21人入选齐
鲁乡村之星名单；培育壮大各类新型
经营主体，新增农民合作社38家、家
庭农场43家，健全“经营主体+村集
体+农户”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分享
更多产业增值收益。

在开展多层次、多类型的技能

培训，帮助农民提高就业能力的同
时，肥城市大力实施城乡公益性岗
位扩容提质行动，解决好当前城乡
困难群体、大龄人员就业难的问
题，推进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提高城乡低收入群体收
入，促进共同富裕。肥城市印发
《肥城市城乡公益性岗位扩容提质
行动实施方案》，明确今年城乡公
益性岗位开发计划为 3770个。其
中，乡村公益性岗位3050个，主要
安置脱贫享受政策人口、农村低收
入人口、农村残疾人、农村大龄人
员等群体。

肥城市坚持教育优先战略，加快
城区学校建设，满足农村学生进城需
求，同时改善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
目前，农村幼儿学前三年入园率达
95%，农村普惠覆盖率达100%；提升
基层公共卫生服务能力，累计创建省
级标准化卫生室 20 家、市级 100
家。此外，肥城市将农村居民最低生
活保障标准每人每月提高10%，达到
660元；提升养老服务供给，年内每
个街道至少建成一所综合性养老服
务中心；对3150名分散供养特困人
员实行社会化照护，得到民政部充分
肯定。

畅通交通“毛细血管”
为乡村振兴赋能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金秋
时节，驱车行驶在通往云蒙山景区的
农村公路上，路面干净平整，标线清
晰可见，到处呈现着一派生机勃勃的
景象。“这条路环云蒙山而建，是肥城
市孙伯镇东北部山区一条重要的村
级公路，也是沿线村民出行、游客进
出景区的一条重要通道。”孙伯镇副
镇长鹿亮说。该道路全长6.457公
里，路面宽度4米至8米，总投资300
余万元。别看路面不宽，道路环山而
建的难度却不小，道路沿线坡度大、
弯道多。鹿亮介绍，修建过程中，施
工人员克服了种种困难，使用摊铺机
对沥青路面进行摊铺作业，保证了路
面平整度和行车舒适度。“为确保行
车安全，我们不仅增加了会车区，还
在大部分路段安装了护栏，提升了道
路的整体安全性。”鹿亮说。

“路好走了，也平整了，我们再往
山下运核桃、油杏也就不用发愁了，
这些农产品卖得好，我们的腰包也就
鼓起来了。”一位村民笑着说。不仅
如此，游客进出云蒙山景区也更方便

了。道路沿线风景秀丽，吸引了不少
游客前来拍照打卡。

农村路不仅是通行路，也是产业
路。上庄炉至夏庄道路是肥城市的
一条重要乡道，连接了安临站镇、安
驾庄镇两个乡镇，途经上前村、北杨
庄村、前寨子村、后寨子村、白庄村、
下庄村、林庄村等村庄。“近年来，由
于过往车辆增加，这条路出现了坑
槽、裂缝等，不仅影响了沿线村民日
常出行，还影响了樱桃外运。”安驾庄
镇副镇长李正祥介绍。据了解，每到
樱桃收获季，安驾庄镇前寨子村的樱
桃交易市场都会聚集全国各地的客
商。大红灯、黄蜜等不同品种的樱桃
口感好、品质佳，受到各地客商的青
睐，销往全国20多个城市。“今年5月
份，我们投资500多万元，对这条‘樱
桃产业路’进行了改建，路线长5.7公
里，路面宽度达到了5米至6米，全部
为沥青路面。道路改建让樱桃外运
更顺畅了，为樱桃产业发展提供了交
通保障。”李正祥介绍。

抢抓国家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投
资的重大机遇，肥城市坚持适度超
前，全面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推进农
村基础设施全域提升。在建好、管
好、护好、运营好农村公路的同时，肥
城市深化农村厕所革命，在农户改厕
全覆盖的基础上，按照“4+N”的方式
加强分类升级，不断提高改厕质量，
完善后续管护机制，建成智能化管护
平台，厕所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达95%
以上；加快农村污水治理，采取纳入
污水管网、建设小型污水处理设施、
建设一体化处理设施和集中拉运4
种方式治理农村生活污水，市政管网
沿线行政村全部接入城市污水管网，
完成176个行政村的生活污水治理，
黑臭水体、污水横流现象全面消除；
推进生活垃圾治理，建立“户分类、村
收集、镇转运、市处理”农村生活垃圾
治理体系，14个镇街全部与中节能
签订托管协议，实现城乡环卫一体
化、全覆盖，获评全国农村生活垃圾
分类和资源化利用工作示范市；改善
提升村容村貌，开展示范创建，累计
建成泰安市级乡村振兴示范区6个、
美丽乡村示范村187个，其中省级30
个、市级56个，美丽乡村标准化覆盖
率达80%。

春种秋收，硕果累累，瓜果飘香，
连村道路四通八达，村落民居错落有
致，一幅生态宜居的乡村画卷在这里
徐徐展开。

从一家一户小规模种植，
到通过成立专业合作社，扩大
种植规模，提高种植的组织化、
标准化程度；从田间地头单纯
种植、分散经营，到将种植、等
级分选、冷链物流、精深加工、
销售合为一体，建成多功能现
代农业产业园，肥城市在推进
农业农村现代化上利用工业理
念聚焦发力，筑牢产业根基，推
动农业强起来，全力打造乡村
振兴“肥城模式”。

用工业化的理念来发展农
业，是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的重要思路，以产业化思维谋
划农业，以差异化竞争调优结
构，以产业融合拓展业态，才能
更有效地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
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推动
农业发展提质增效。

肥城市用工业化理念抓农
业，围绕有机菜、高产粮、肥城
桃三大特色产业，实行农业产
业“链长制”，发展现代食品产
业，梯次培育规模企业，加快推

进产业项目建设；大力发展“互
联网+”现代农业，建立电商服
务中心，打破农产品传统的单
纯依靠线下批发、溢价空间小、
增产不增收的瓶颈制约；加强
农业品牌建设，以桃为媒，围绕

“桃文化”打造旅游经济，构建
起以品桃、游古村、休闲观光为
主的乡村旅游格局，在全省乃
至全国打响了肥城旅游品牌，
实现了桃产业与旅游业的融合
发展，激活了乡村振兴的动力
引擎。

思路决定出路，目标激发
动力。以工业理念发展农业是
思路，全力打造乡村振兴的“肥
城模式”是目标，肥城市深层次
推进农业现代化，完善全产业
链布局，不断优化农业生产环
境，探索出一二三全产业链高
效融合的新型发展模式，优化
升级传统农业产业，推动农业
产业链价值全方位提升，当好
农业农村现代化排头兵，向着
目标奋楫笃行。

全力打造乡村振兴“肥城模式”
□最泰安全媒体评论员 李海静

■刘台村肥桃喜获丰收。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隋翔 摄

■鱼山古村落。 通讯员供图

■人居环境质量不断提升。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陈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