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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时节，在牡丹区都司镇郭塘坊村，
数百亩田畦里拱棚整齐排列，蔬菜大棚里生
机盎然，村民忙着将一捆捆打包好的新鲜蔬
菜背到路边，等待装车。客商们一一过秤
后，一辆辆载满蔬菜的大货车便驶向了全国
各地……

郭塘坊村通过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着力
推进蔬菜产业基地规模化、栽培设施化、生产
标准化、品种特色化、产品绿色化的集约发
展，蔬菜产业发展道路越走越宽。

“我承包的大棚主要种植南方品种的水
果，有火龙果、四季梨等，这个地方靠城区比
较近，附近没有工厂，种的蔬果质量有保证，
销路非常好。”今年 34岁的高星是来自四川
的一名“新农人”，大学毕业后，她通过亲戚
了解到郭塘坊村是有名的“蔬菜村”，自然条
件十分优越，便毅然放弃高薪工作，投身农

村当了一名职业农民。
在郭塘坊村，不仅年轻人可以承包大

棚，六七十岁的老人也能承包大棚种果蔬，
收入更是翻了番。村里的贫困户郭合芹 60
岁了，2020年和老伴一起承包了两个蔬菜
大棚，当年就挣了 6万多元，不仅脱了贫，还
成了富裕户。“俺村种植果蔬有专门的技术员
和配套服务，大棚种植不用愁。”郭合芹说。

“目前，郭塘坊村 40%以上的土地都流
转种植了果蔬，村里的这些大棚年总收入超
过 500万元。全村有一半群众种植大棚蔬
菜。”村党支部书记郭士军告诉记者，郭塘坊
村种植大棚蔬菜始于 1998年，目前村里的
果蔬大棚已发展到 132个，占都司镇总量的
60%以上。

同时，在大棚果蔬苗栽植和成熟采摘的
农忙时节，当地及周边群众在此务工者达

200余人，累计农忙时间在 3个月左右，仅此
一项就带动从业者人均年增收 5000 元左
右。“我们村优先推荐贫困人员前来务工，这
些农活都很轻松，又没有科技含量，六七十
岁的老人都能干得了。”郭士军说。

名声在外的郭塘坊村，吸引了众多农业
种植专业合作社前来加盟，牡丹区本然种植
专业合作社就是其中之一。在该合作社的
21个大棚内有黄瓜、西红柿、葡萄、韭菜等果
蔬品种。“我们注册了‘本然缘味’商标，产品

通过国家无公害认证。”本然种植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吴军说，“这些大棚都是经过测土
配方和土壤净化的，所种植出来的农产品味
道纯正，保证质量。”

如今的郭塘坊村，一处处设施农业生产
基地、一家家专业种植合作社、一批批致富
带头人的出现，不仅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拓
宽了道路，也使蔬菜种植成为振兴农村产
业、带动农户增收的重要力量。

记者 李若生

本报讯（记者 王振宇）1月 11日，全
市常态化疫情防控督导动员会议召开，
传达省、市督导工作的有关要求，安排部
署下步工作。副市长曹升灵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近期，国内出现多点散
发 新 冠 肺 炎 病 例 甚 至 局 部 聚 集 性 疫
情，防控形势复杂严峻。按照省疫情
防控督导工作专班安排，我市组建督
导 组 ，采 用“ 四 不 两 直 ”等 有 效 方 式 ，

深 入 细 致 做 好 各 项 督 导 工 作 任 务 落
实。

会议要求，各督导组要清醒认识当
前形势，坚决克服麻痹松懈思想，突出问
题导向，强化底线思维，真督实督，做好
各项督导任务。要快速行动，明确督导
任务，利用暗访抽查等形式，扎实做好督
导工作，对发现的问题，及时督促整改，
最大限度消除风险隐患。

《大众日报》消息 近日，省司法厅、省
财政厅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全省法律援
助补贴标准的实施意见》，明确了我省法
律援助的服务形式及其补贴标准，进一
步规范和加强了法律援助经费的使用和
管理。

《意见》明确，法律援助补贴是法律
援助机构按照规定支付给社会律师、基
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社会组织人员等法
律援助事项承办人员所属单位或者个人
的费用。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以及其
他具有公职身份的人员承办法律援助一
般服务事项不得领取补贴，承办法律援
助案件不得领取基本劳务费，实际产生
的办案直接费用，从法律援助机构日常
运行或业务经费中列支。

根据法律援助的不同服务形式，补

贴分为办案补贴、值班律师值班补贴、
法律咨询补贴、认罪认罚案件法律帮
助补贴等类型。补贴一般由直接费用
和基本劳务费用构成，并分别规定了
各类补贴的构成及核算方式，明确了
补贴支付的有关要求。《意见》要求各
地建立法律援助补贴标准动态调整机
制，推行补贴标准与办案质量挂钩的
差别化发放机制，提升法律援助机构
人员专业素质和监管能力，健全信息
公开和监督机制。

近年来我省法律援助的服务形式不
断增加，案件数量年均增幅在 20%左右，
案件质量在全国同行评估中连续多年位
居第一，刑事法律援助案件占比近 50%，
有效维护了困难群众的合法权益。

（戴玉亮）

“多亏农商行的支持，让我有勇气搞
养殖走到了今天。”1月 11日，成武县苟村
集镇贾楼村养殖户贾鲁新一边忙活，一
边向记者介绍。原来，三年前，做农资生
意遇到瓶颈的他开始琢磨转行重新开始
创业，经过一番考察，最终决定进军市场
需求大、养殖风险低、效益好的养驴行
业。说干就干，贾鲁新在老家建起了一
处养殖场，购进了 30头毛驴，起早贪黑饲
养，线上线下跑市场，踏实肯干的贾鲁新
很快获得了收益。

随着养殖技术的提高，面对广阔的市
场前景，贾鲁新有了扩大养殖规模的想
法。正当贾鲁新为扩大养殖规模缺少流动

资金犯愁时，成武农商行驻村金融服务员
于明明得知了他的困难，向他详细讲解了

“鲁担惠农贷”信贷产品，并帮助贾鲁新获
得了 40万元的信贷资金。凭借着这笔资
金，贾鲁新很快又购进了60头毛驴。

经过近三年的摸索，贾鲁新的“养驴
经”越念越顺畅，养殖的驴在市场上很畅
销，这给贾鲁新继续发展养殖增添了信
心。贾鲁新告诉记者：“要不是省农担公
司的好政策，农商行高效快捷的好服务，
我不会拥有现在的养殖规模。下一步有
了他们的大力支持，我还要进一步扩大
养殖规模，带领村民一起奔小康。”

记者 杨 飞 通讯员 张久福

1 月 10 日，市开发区陈集镇八

里庙村电商服务中心，村民陈翠梅

（左）正在发快递包裹。据了解，八

里庙村毗邻日东高速菏泽新区收

费站，辖区内有传化物流公路港和

中铂电商物流园，发展电商具有得

天独厚的条件。村里建成了 840 平

方米的电商服务中心，与舒海家纺

和克莱斯文化用品两家电商企业

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开设淘宝、

天猫、拼多多店铺 30 余家，平均每

天销售 600 多单。

记者 黄啟峰 通讯员 苑肇波 摄

本报讯（通讯员 皇甫燕飞）“寒潮来袭，大棚种植作物一定要
做好保温，棉被一定要盖好，另外要检查大棚外围的塑料布有
没有漏气的地方，要及时补上。如果棚内温度降到 5℃以下，可
以使用加温块临时加温。”1月 11日，定陶区黄店镇周海村，农技
师康钦海对大棚蔬菜种植农户何茂雪说，“在这样的极寒天气
下，如果土壤不是过旱，尽量就不要浇水，特别是严禁大水漫
灌，即使旱得严重，也要过去这几天低温天气再浇水，施肥也要
选择暖性肥料。”

“原来天气一寒冷，总担心做不好大棚作物的保暖，影响西红
柿、西芹的产量。”黄店镇赵丁村大棚种植户赵洪庆说，“现在通过
镇里的技术人员指导，才知道了用加温块或者是用电都能给大棚
加温，农技专家教给了我很多以前不懂的知识，遇见类似降温的特
殊情况，我也不急了，也放心了。”

此次寒潮天气强度大、降温剧烈、低温持续时间长，极易出现
低温冻害，如果防护管理做不好，会严重影响农作物的产量和品
质。黄店镇多措并举做好应对，切实减轻了寒潮对农作物的损害。

“黄店镇是菏泽市及周边地区大规模种植大棚蔬菜的专业
镇，设施蔬菜种植面积 3.2 万亩。为指导广大农户做好防寒抗
寒工作，寒潮来袭之前，我们通过美篇、微信群、明白纸下发了
防寒紧急通知。”黄店镇党委副书记王怀堂说，“此外，我们组织
全镇的农艺技师、种植专家到田间地头、蔬菜大棚，现场帮助农
民解决实际遇到的问题，力争将低温冻害天气可能对农业生产
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

1 月 8 日，定陶区马集镇中心幼儿园内孩子们正在跳竹竿舞，入冬以
来，该园在活动课中开设踩油桶、滚铁环、篮球操、竹竿舞等特色游戏课
程 ，游 戏 器 材 全 部 采 用 最 常 见 的 材 料 ，但 却 给 孩 子 们 带 来 了 别 样 的 体
验。“我们的理念就是让孩子‘快乐生活，健康成长’，通过特色游戏调动
孩子们运动的积极性，在勇敢与自信中体验运动带来的快乐。”幼儿园
负责人孙志莲说。

通讯员 潘 铭 摄

本报讯（通讯员 王义合）“不经过炎热
的夏天，又怎会有秋的收获；不把重点镇建
设好，又怎会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幸福。”1
月 11日，定陶区冉堌镇党委书记孔磊这样
对记者说。

冉堌镇是市委市政府确定的重点镇，镇
驻地冉堌集行政村，历史悠久，是孔门贤徒
三冉(冉耕、冉雍、冉求)的故里。镇党委政府
借助区位、交通、资源、文化等方面的优势，
抓牢重点镇政策机遇，围绕“四区一体”联动
发展整体规划（商贸物流区、食品加工区、生
态居住区、综合服务区），大手笔运作，大资
金投入，大跨度发展，突出长远抓规划、突出
发展抓项目、突出就业抓产业、突出融合抓
安居、突出服务抓管理，努力把冉堌镇打造
成三县交界处最大的宜商、宜居、宜业中心
镇。

2019年 12月，冉堌镇被评为定陶区唯
一全市重点镇、“两新融合”试点镇，该镇突
出长远抓规划，先后完成“两新”融合规划、

国土空间和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规划、
《定陶区冉堌镇工业园区总体规划（2020-
2035年）》，镇区规划 6平方公里，规划 1个中
心社区、11个农村新型社区、2个工业园区、1
个农业产业园区、3个原料供应基地。目前，
镇区建成面积近 3平方公里，镇区居住人口
1.5万人，城镇发展形成 6纵 6横路网发展框
架。

1月 10日，在冉堌镇工业园区稻香村食
品公司，车间内一排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
公司经理鲁洪正告诉记者：“现在，公司正加
班加点生产，为春节销售做准备。”

冉堌镇工业园区规划面积 2000余亩，
现有规模以上企业 21家，初步形成了食品
加工、机械制造 2 个主导产业，带动就业
5000余人。推进山东鑫力能与中车集团深
度合作，做好产业延伸，形成冉堌镇机械制
造园区；推进西班牙独资企业利德尔食品公
司、百年老字号稻香村食品的膨胀与发展，
形成冉堌镇的食品加工园区，带动山药、玫

瑰、冬瓜、南瓜等农业产业发展，确保完成财
政增幅。

依托鲁西南苗木大市场，冉堌镇做强特
色苗木种植，发展国道、高速两侧绿色走廊，
打造全省苗木强镇；依托 3000多亩的玉兰
花海生态观光园，打造长江以北最大的玉兰
树培育、销售、观赏基地；依托 1200亩的曹
州木瓜园，延伸木瓜系列产品研发，打造全
国最大的木瓜生产加工基地。通过以上产
业，带动就业 6000余人。

在镇驻地冉平路南侧，镇党委政府规划
建设中心社区，将南周、李店等 9个行政村
进行安置。目前已完成苗楼、南周 2个行政
村和冉堌集小王庄拆迁复垦，腾地 563亩，
投资 2.2亿元新建安置区，建设多层楼房 32
幢，其中 28幢完成了封顶，4幢正施工建设
中；“20有”项目全部完成。三年内，确保镇
区新增人口 1.5万人。

对接区下放的 5大类 99项权限，冉堌镇
成立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在全市率先启用

了“菏泽市定陶区冉堌镇行政审批专用
章”，迈出了扩权强镇关键步伐。新建 1处
污水处理厂、2 处停车场 120 个车位、3 处
公厕，投资 1200万元的镇中心卫生院综合
办公楼、投资 1300万元的镇一中综合教学
楼，已经投入使用，完成了冉黄路南延、冉
子街铺油、定砀路绿化，全力打造 15 分钟

“生活圈”。

本报讯（通讯员 刘青青）定陶区滨
河街道办事处以党建为引领，持续推进
党建工作与合作社发展的深度融合，通
过抓党建、抓民生、抓产业，带动村社发
展。

郜庄新村是滨河街道办事处美丽
宜居乡村建设的典型村社，始终秉持乡
村振兴“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政策方针，通
过“党支部+合作社”“党支部+物业公
司”的模式，走出了一条“两委主导、规
划引领、试点先行、持续推进”的乡村振
兴模式。

郜庄新村党支部狠抓党建，筑牢干
事创业思想根基，坚持“三会一课”制度，
积极组织开展“每月 15日主题党日”活
动；坚持“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建立和
完善了定期学习制度、干部坐班制度、
党员代表议事制度等一系列规章制度，
为 党 支 部 工 作 的 正 常 运 转 提 供 了 保

障。努力践行为民服务宗旨，根据本村
实际打造公益性物业公司，以百姓物
业、公益为民、党建引领、专业运作为发
展理念，采取高公益、低收益的经营服
务模式，让群众享受到高质量物业服务
水平；每栋楼宇都推选一名楼道长，带
动村民参与新村事务积极性，调解邻里
矛 盾 ，通 过 聚 焦 群 众 身 边 的“ 关 键 小
事”，实现将矛盾化解在家门口、服务提
供在家门口。

整合现有资源，努力抓产业，全面
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在新村党支部的
带领下注册成立了云奔置业专业合作
社，主要发展门市租赁、超市经营；以合
作社名义，吸纳群众入股，经营超市，实
行村干部坐班制度，同时聘用了两名贫
困户到超市务工，带动贫困户脱贫致
富。2020 年，合作社收益已达到 25 万
元，有越来越多的村民想加入到合作社
中来。

郭塘坊村：蔬菜大棚里“种出”好光景 全市常态化疫情防控督导动员会议召开

我省规范法律援助补贴标准

“鲁担惠农贷”助农户“骑”着毛驴奔小康

小 村 庄

大 电 商

发力“五个突出” 建设美丽城镇

冉堌镇打造15分钟“生活圈”

放大“头雁”效应 推动乡村振兴

快乐生活 健康成长

黄店镇：农技专家指导 应对极寒天气

康钦海康钦海（（左一左一））指导农户赵洪庆指导农户赵洪庆（（右一右一））如何防寒抗寒如何防寒抗寒

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
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
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

今 日

定 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