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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阳

城事

小小土土豆豆盘盘活活土土地地成成““金金饽饽饽饽””
——— 孙耿镇工业化理念发展现代农业产业

工业强镇，农业当先。
孙耿镇作为济阳县名列前
茅的工业重镇，狮子张土
豆、盛丰休闲生态园、骏鑫
花卉、东原农产、绿能养殖
基地等一批特色高效农业
基地，成为孙耿镇农业一个
个鲜亮的特色。孙耿镇用工
业创出农业品牌，是其农业
亮点频出的关键所在。

“下一步，孙耿镇将紧紧围绕全县
农业工作重点，抢抓机遇，开拓创新，努
力打造特色鲜明、优质高效、持续发展
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奋力实现孙耿现
代农业发展新跨越。”孙耿镇相关负责
人表示，他们将重点围绕现代农业示范
小区，全面协调、全心服务、全力支持，
助推这些项目进一步做大做强。

“要充分利用孙耿镇丰富的土地资
源优势和邻近省城的区位交通优势，借
助当前国家鼓励发展现代都市农业的
优惠政策，狠抓农业项目招商引资，力
争再引进几家带动能力强、发展前景好
的农业产业项目。”孙耿镇相关负责人
说，在发展现代农业园区上，孙耿镇将
充分挖掘“三大基地两大小区”等传统
农业园区的自身优势，大力推动传统农
业园区向现代都市农业靠拢。

“在特色农产品品牌建设、发展
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培育农业龙头企
业上，要使原有园区尽快发展成现代
农业产业园区。”相关负责人说，要进
一步发挥园区的基地引领和典型示
范作用，采用“基地+农户”的现代高
效农业发展模式，积极鼓励全镇群众
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农业的积极性，促
进全镇现代农业发展再上新台阶。

在保障现代农业发展措施上，将
对重点项目、重点工程实现目标管
理，加大考核力度，落实奖惩措施，还
要出台相关激励政策，最大限度地调
动全镇上下发展现代农业的积极性。
提升项目建设服务质量，积极做好相
关项目手续和奖扶政策的申报工作，
及时提供项目用地，加快土地流转，
推动全镇现代农业快速发展。

农业招商引资将再

引新项目

本报记者 杨擎 通讯员 肖建川

土豆种植形成十个拱棚片区

在孙耿镇后张村的土豆生
产基地，座座土豆大棚映入眼
帘。在孙耿镇党委、政府积极引
导下，后张村形成了独具特色
的“三种三收”种植模式(即拱
棚土豆收获完毕之后种植毛
豆，毛豆收获完后再种植菜
椒)，小土豆盘活了土地，提高
了土地复种指数，增加了收入，
成为了孙耿镇广大农民增收致
富的“金饽饽”。

据了解，后张村还成立了
利群农业合作社，申请注册了

“狮子张”牌商标，对土豆的管
理销售实行“统一供种、统一种
植、统一管理、统一收获、统一
销售”，实现了质量、销售、管理
的“一条龙”服务，消除了种植
户的后顾之忧。

“我们村还于2013年引进了
彩色土豆种植品种，颜色以红、
紫、黑为主。”孙耿镇后张村支部
书记张乐山说，彩色土豆含有大
量的花菁素，具有抗癌防癌、抗
衰老、美容等医学功效。因此，随
着品种的不断改良及种植经验
的不断积累，种植彩色土豆有着
良好的市场前景。

“镇上还聘请了一名土豆
种植专家，长期对全镇土豆种
植进行技术培训、指导和咨询，

全面提高土豆种植与管理水
平。”张乐山说，镇上还组织周
边村组干部及种植能手到寿光
及枣庄等示范片区参观学习，
以点带面，带动全镇土豆种植
工作全面开展。

在后张村典型示范带动
下，加上镇政府大力培植辅导，
全镇土豆种植产业呈现蓬勃发
展之势。此外，刘海川村种植片
区为外出企业家王建独立投资
建设。在外经商多年的王建，经
刘海川村委会协调，2013年底
流转本村土地百余亩，新建土
豆拱棚近百个，土豆现已全部
收获完毕。在镇上技术员指导
下，王建种植的土豆不仅个头
大，而且品相好，还没收获就已
被济南、天津等地客商抢购一
空。在他的带动下，该村村民种
植土豆大棚的热情与日俱增。

仅去年一年，孙耿镇流转
土地1200余亩，确立了以后张、
刘海和范家为核心区，以屯子、
西廊、西小张、时家、老杜、新庄
和郑家为辐射区的十个拱棚土
豆种植片区，共新上拱棚620余
个，土豆现已大部分收获完毕。
每亩土地可出产土豆5000余
斤，仅此一项，全镇农民就增收
超过1000万元。

既能农业创收又能观光旅游

近年来，孙耿镇党委、政府
把抓农业经济、增加农民收入
始终列入工作的重要议事日
程，本着因地制宜、扬长避短的
原则，发挥资源优势，合理调整
种养结构，积极推进农业产业
化，紧紧依靠科技进步，促进农
业向高产、优质、高效方向发
展，逐步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
农业的转变，形成了“三大基地
两大小区”大农业生产体系。

“‘三大基地两大小区’分
别是郑家露天芸豆种植基地、
杓子李西红柿种植基地、后张
土豆拱棚生产基地和东盐生猪
养殖小区、魏家奶牛养殖小
区。”孙耿镇相关负责人说，其
中以郑家村、时家村为主的芸
豆精品示范园，种植规模不断
扩大，杓子李村西红柿大棚总
数达到588个，实现了户均两个
棚。

同时，孙耿镇注重在农业

生产方面大搞招商引资，制定
适合本地经济发展的优惠政
策，采取“走出去、请进来”战
略，先后引进了济南盛丰休闲
生态园、济南泰山花卉种植基
地、山东东原农产有限公司、济
南绿能牛羊养殖有限公司等项
目，借助外力促进了全镇农业
产业化再上新水平。

“既能创收，又能观光旅
游，盛丰休闲生态园将生态理
念带入乡间。”孙耿镇相关负责
人说，盛丰休闲生态园区位于
孙耿镇义和村，总投资2000万
元，规划占地500亩，已建成3个
高标准育苗棚、11个高标准钢
结构大棚、9个联动温室大棚，

“农家乐”休闲餐厅也将于近期
投入使用。

“盛丰休闲生态园主要生
产精品有机蔬菜。”相关负责人
说，所产蔬菜除对外集中销售
外，主要供游客采摘和作为“农

家乐”饭店食材，打造特色休闲
生态农业产业模式。

济南骏鑫花卉种植基地总
投资500万元，占地60余亩，以
种植精品君子兰、蝴蝶兰为主。

“该项目目前已基本竣工。”该
项目相关负责人说，君子兰数
量有限，一般运往北京、上海、
广东等地，最远到香港。随着发

展，数量有望达几百万株，届时
将出口到世界各地。

2013年，韩国东原农产有
限公司在孙耿镇郑家村南侧投
资70万美元，新建180余亩育种
基地一处，主要进行辣椒种子
的研发与培育，产品主要出口
到韩国、日本等国家，每年为该
镇创汇近百万元。

近年来，孙耿镇不断优化
农业结构，将发展奶牛养殖业
作为振兴农村经济的突破口，
积极鼓励、扶持群众发展奶牛
养殖，探索“基地+合作社+企
业”三位一体模式，推动了奶牛
产业“小规模、大群体”的滚动
发展，使其成为该镇农业结构
调整的新亮点、农民脱贫致富
的新渠道。

孙耿镇围绕“企业带基地，
基地连农户”的整体发展思路，
在魏家村建立了占地100亩、存
栏奶牛400多头的大型奶牛养
殖小区，实行规模化养殖，科学
化管理，产业化经营，取得了较
高的经济效益。此外，还辐射带
动了周边孙家、堤口等6个行政
村200多农户从事奶牛养殖。借
助魏家奶牛养殖小区的丰富经
验和优秀做法，该镇又在杓子
李村扶持建设了一个高标准奶
牛养殖小区，占地150亩，可存
栏奶牛800余头。

“为打消养殖户‘产得好、
卖不好’的顾虑，有效解决鲜奶
销路问题，我们积极运作与乳
品加工企业的联合。”孙耿镇相
关负责人说，在奶牛养殖小区
投产之前，他们就与济阳县乳

业巨头——— 旺旺集团达成了供
奶协议。高质量的饲料喂养、先
进的消毒设施、统一的管理造
就了孙耿奶牛养殖小区高品质
的鲜奶，使得旺旺乳业与养殖
户签订了购奶合同，产多少、收
多少，并且是以高出市场价
0 . 1元的价格收购。

除此之外，该镇肉牛养殖
产业也日渐规模。堤口村是孙
耿镇一个少数民族大村，具有
多年畜牧养殖的传统优势，孙
耿镇党委、政府帮助村“两委”
成立了济南绿能养殖专业合作
社，让这些分散的养殖户集中
起来，提高其科学养殖水平和
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合作社成立以后，镇党
委、政府多方筹措帮扶资金300
余万元建设了堤口肉牛养殖
场。”孙耿镇相关负责人说，目
前已建成10个500平米的高标
准钢结构肉牛养殖大棚，肉牛
存栏量达千余头。二期工程计
划新建2万平米高标准钢结构
肉牛养殖大棚，使肉牛存栏量
达到3000头。目前，全镇已发展
标准化肉牛养殖小区1处，肉牛
养殖大户25家，养殖肉牛5000
余头，农户户均增收约8万元。

奶牛“产得好”也能“卖得好”

孙耿镇培育出的彩色土豆。 孙耿镇 提供

后张村村民正在收获的
土豆。

本报记者 杨擎 摄

奶牛养殖小区里的奶牛。孙耿镇提供

济南骏鑫花卉种植基地种植的
君子兰。 孙耿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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