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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才高的农人 多了
各美其美的产业 旺了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山东德州实践有了模样

    冬小麦返青的三月，山东德州广袤大

地上绿意葱茏。地处鲁西北平原区，德州是
农业大市，也是全国首个整建制粮食生产

“吨粮地级市”。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山东打造
“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山东省要求德州市

“率先突破”。
3月 31?至 4月 1?，由中国晚报工

作者协会、中共德州市委宣传部主办，德州
晚报社承办的“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乡村振兴德州行采访活动举行，记者走进

田间地头，记录乡村新景。

田头来了“90后”硕士
“90后”硕士何石宝老家在湖南，2017

年农学专业毕业后来德州市平原县，成了

土地鲁望农业公司的一名“新农人”。如今，

他与妻子管理着数千亩耕地。而公司已流
转土地 6万亩，有 75%实现适度规模经营。

青青麦苗田，有大型自走式灌溉机自动浇
灌。“大家伙”有多厉害？村民最清楚：灌溉

机长约 300米，转一圈需要 60个小时，能

浇 500亩地；如果用一台传统的设备浇，需

20天才能浇完……现代化规模种植，种养
循环的绿色模式，让不可能变可能。专业知

识也在田头“开花结果”，几年时间里，何石
宝不仅让农场内小麦玉米产量增加，还种

出了品质上乘的糯玉米、黑小麦。
乡村振兴离不开农民，也离不开有学

识、有热情的“新农人”。年轻人扎根农村，

给乡村振兴注入了源头活水。
德州市农业和农村局副局长张连臣说，

2015年后，德州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土地确
权、流转，开始规模化现代化生产。公路、水

利、基本装备、通讯、物联网等条件成熟，让
乡村振兴融合发展具备基本条件和坚实基

础。平原地区曾“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
在土地流转、收益固定的前提下，有了三个

去向：种田能手继续耕耘；部分转向居所周
边的二三产业；另一部分进城打工。原有农

民工作呈现多样化，收入不断提高，现代化
农业发展，也为“新农人”提供岗位和舞台。

法月萍是南京大学博士，辞掉年薪 200

万元的工作跑到禹城农村养蚯蚓。蚯蚓粪是

高端有机肥，蚯蚓提取的活性酶多肽液是优

良的叶面喷施肥。这个当初受嘲讽的博士在
属于自己的田野里驰骋，坚定地说“选择对

了”。截至 2020年底，德州培育省市级乡村
振兴专家服务基地 20家，备案省级“农科驿

站”达 90家；同时推多项优惠政策，让已离
开土地的能人返乡创业。在吸引高层次人才

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德州也加大对本地农

民培训力度。2020 年完成经营管理培训
2767人、培训农民 34470人，开展“乡村振兴

农业大讲堂”，科技帮扶农民 9100余人次。

因地制宜融合发展
前些年，受枣产业低谷影响，枣乡乐陵

的老百姓不愿再“伺候”枣树，一度出现砍

掉百年枣树改种粮食现象。2019年，乐陵市
朱集镇政府成立红枣合作联合社，推“合作

社+”模式，一举扭转管理、销售、品牌等制
约发展的问题。王双志村是受益村之一。镇

上通过社会化合作，在村里建起 30个智慧

大棚，让枣树“住进”大棚，实现标准化、智慧
化、无公害管理，延长小枣生产周期，提升

小枣品质。这是德州不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的缩影。资料显示，德州累计有 8331个村成
立新的集体经济组织并完成登记赋码。

在乡村振兴发展中，产业兴旺是重点。德
州市乡村振兴工作专班梳理总结出 13种融

合发展模式，“依托确定性优势融合”是最重
要的大项。一系列探索已取得成效———同在

乐陵，杨安镇发展调味品产业已 30多年，更

被誉为“中国味都”，全镇调料加工企业达
192家；千年大运河万家古贝春以酒为载体，

古贝春集团在周边农田设 5万亩原粮基地，
拉动农民增收，用非遗助推乡村振兴、精准扶

贫；德州扒鸡名满天下，近年来，山东德州扒
鸡股份有限公司发挥产业引领作用，从粮食

种植、饲料加工到养殖，打造绿色全产业链；
夏津县有百年以上古桑树 2万多棵，当地进

一步拉伸桑产业链条，桑产品加工、品牌建
设、旅游等全面开花，农民收益节节攀升……

在德州，乡村振兴的融合发展，大量资
金、技术、人才转向农村，让农村享受到更多

发展的红利。各区域不尽相同的发展之路，

更显各美其美、百花齐放。 本报记者 杨洁

■ 杨安镇被称作“味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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