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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 张 昊） 近 年
来，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进
城，果树管理出现了“人老、树
老、技术老”等问题，新泰市龙廷
镇聚焦供销社效能，围绕破解果
园“谁来管、怎么管、怎么销”的难
题，积极探索果园托管服务模式，创
新实施123果园托管服务模式，有力
推动了山村果业高质量发展。

龙廷镇位于新泰、沂源、蒙阴 3
县交界处，辖 53 个行政村，6.5 万
人。林果产业是该镇的支柱产业，全
镇 现 有 林 果 种 植 面 积 3800 余 公
顷，全年产量4万余吨，经济效益2亿
多元，龙廷杏梅、板栗、苹果、柿子四
大林果被认证为无公害农产品。该镇
先后被评为泰安市设施农业先进
镇、优质林果基地建设先进镇、山区
开发建设先进镇。

针 对 龙 廷 镇 果 业 出 现 的 “ 人
老、树老、技术老”等问题，该镇
以“农服务”为核心，积极对接供
销社，争取相关政策支持，先后 3
次到蒙阴县实地调研参观果园托管
服务，创新实施“镇级果园服务中

心+村级供销农资综合服务社”模
式，与山东鲁供农服生态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建立合作关系，推进果园
服务托管工作落地见效。据龙廷镇
相关负责人介绍：“我们免费为鲁供
农服提供果园服务中心场所，目前
我镇黑沟、山后、大河东、大连沟
4 个村设立村级供销农资综合服务
社，已有20公顷果园开展果园托管
业务。”

龙廷镇与鲁供农服合作，邀请
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和业务骨干组建
技术服务队，围绕施肥、管理、包
装 等 环 节 ， 针 对 新 品 种 技 术 推
广 、 标 准 化 生 产 、 测 土 配 方 施
肥、农作物病虫害统防统治等先进
实用技术为果农培训，每年常驻果
园不少于 100 天，切实将服务送到
田间地头；大力推广党支部领办合
作社，负责果园托管具体业务开
展，率先示范，让农民切实了解技
术全托管带来的优势和效益，转变
果农的传统生产观念。

龙廷镇针对果园托管服务的管
理和指导，制定行业管理规范和服

务作业技术标准，建立健全管理机
制，督促服务组织公开作业服务项
目及服务价格，规范服务行为，确
保服务质量，保护农民利益不受损
害；根据果园管理的需求，创新提
供环节托管、劳务托管、技术托管
等 半 托 管 服 务 和 施 肥 、修 剪 、打
药、采摘、销售等“一条龙”全程托管
服 务 两 种 模 式 ；按 照 果 农 实 际 需
求，自主选择托管方式，并与托管服
务组织签订服务合同；尊重果农选
择、保障果农利益，引入镇相关部
门、村“两委”作为监督主体，加强服
务质量监督。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振兴。龙
廷供销社主要负责人说：“实行果
园托管后，果园的收入增加了，实
现了托管组织、服务对象和村‘两
委’三方共赢。供销社将立足自身
资源和优势，并结合当地实际，进
一步整合系统内资源，积极探索果
业产前、产中、产后全产业链各环
节托管模式，最大程度实现农业增
效益、村集体增收入、农民得实
惠、供销社得发展的良好局面。”

新泰市龙廷镇积极探索果园托管服务模式

果园托管助力果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通 讯 员 张 强） 近
日，受强降雨影响，宁阳县鹤山镇农
田积水，给玉米、花生、高粱等农作物
生长带来了不利影响。为加快排水速
度，降低积水可能带来的损失，鹤山
镇汪泉屯村抢抓排涝关键期，加班加
点铺设涵管，畅通排水渠道，尽快将
积水排出。目前，该村已铺设涵管30
余个、60余米。

像 汪 泉 屯 村 一 样 ， 鹤 山 镇 桃
园、东北、邵庄、鹅鸭厂等村面对
雨 情 ， 也 都 迅 速 行 动 ， 投 入 机

械、人力和物力，在积水严重地段
加紧铺设涵管，疏通排水渠道，以
最短的时间将积水排出。

作业前，各相关村对积水严重
地段进行现场勘查，广泛征求农户
意见，制定施工方案，确定排水路
线和涵管铺设位置。作业中，各相
关村组织专业人员进行破路，减少
路面破损面积，使用挖掘机清理出
石块泥土与周边杂物，并挖到一定
深度和宽度，保证涵管可以完全埋
下。随后，施工人员使用机械将涵

管依次缓慢地放置到开挖处，并覆
上泥土，压紧压实，恢复道路原
貌，保证道路正常通行。

在干部群众和施工人员的共同
努力下，各相关村涵管铺设工作有
力有序，排水速度大大加快，农田
积水逐步退去。

下一步，鹤山镇将持续加大防
汛备汛工作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
设，加强巡查值守和隐患排查整
治，提升防汛排涝能力，确保安全
平稳度过汛期。

宁阳县鹤山镇抢抓排涝关键期

加班加点铺设涵管 畅通排水平稳度汛

施工人员铺设涵管。 通讯员供图

高标准农田里的
“丰收密码”

本报讯（通讯员 肖明媛） 近
年来，肥城市深入实施“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战略，扎实推进高
标准农田建设，为粮食丰产丰收打
下坚实基础。目前，肥城市已累计
建成高标准农田约3.9万公顷。

一块高标准农田是如何“炼”成
的？“我们坚持科学规划，以土地
平整、集中连片、设施完善、农田
配套、土壤肥沃、生态良好为标
准，通过整合各类资源，推进农田
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田的综合生
产能力。”肥城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王继荣说。

夏日午后，肥城市王瓜店街道
曹杭村平整的农田集中连片，大型
移动式喷灌机正在玉米地里缓缓转
动，喷头将细密的水花洒在田间。

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高
标 准 农 田 托 稳 了 种 粮 农 民 的 信
心。完善的水电路等基础设施、肥
沃的土壤、优良的生态，成了农田
防涝抗旱、高产稳产的保障。

实践表明，通过高标准农田建
设 ， 耕 地 产 出 能 力 将 大 幅 度 提
高，粮食产能一般可以提高10%左
右 。 今 年 ， 肥 城 市 计 划 在 7 个
镇 （街） 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总投资8400多万元。

高标准农田不仅要有“高”的
硬性指标，更要有“活”的生命
力。在肥城市孙伯镇南栾村“减垄
增地”市长指挥田，绿油油的玉米
苗整齐排列，传递着丰收的希望。

据了解，孙伯镇采取“高标准
农田+数字化”模式，建立智慧农
业管理系统，为农作物的生长和病
虫害防控提供决策信息服务和数据
支撑。

“在这片高标准农田里，我们
采用了智慧农业管理系统，该系统
融入信息采集、图像识别、无线传
输、自动控制、预警防控等先进的
现代农业管理技术。”据孙伯镇农
技站工作人员高慧敏介绍。通过大
系统平台，农作物生产的关键数
据 被 实 时 掌 握 ， 哪 块 田 里 缺 水
了、有没有发生病虫害，在大屏幕
上一目了然。

“ 物 联 网 + 大 数 据 ” 等 技
术，让种植户不进农田，可知田间
事，从“靠天吃饭”变为“看数生
产”。“如今，我们的农田不再是简
单 的 耕 种 场 所 ， 而 是 科 技 与 农
业、生态与农业相结合。”王继
荣说。

夯实“耕”基才能筑好“粮
仓 ”。 在 高 标 准 农 田 建 设 过 程
中，肥城市还注重可持续性和生态
保护，严格遵守环保规定，合理利
用水资源，确保农田生态系统良性
循环；大力推广绿色农业技术，减
少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提高农作
物的品质和安全性。

随着高标准农田建设深入推
进，肥城市正逐渐展现出一幅农业
现代化新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