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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本报9月24日讯(记者

张璐) 济南平阴13位农民组

建全国首家土地托管合作

社，济南市农业局副局长刘

善义称，济南拟在全市普遍

推广，该模式也有望成为全

省典型。

这种创新的土地托管

合作社萌生于平阴孝直镇。

平阴农业局相关负责人称，

由于土地零散，农资价格上

涨，农业效益较低，土地粗

放经营甚至撂荒在当地普
遍存在。在当地政府的指引
下，2009年4月，平阴13位农

民成立全国首家土地托管

合作社。

据了解，土地托管合作

社运营方式分为半托、全托

和入股三种合作模式。其
中，半托模式是针对农民因
家庭劳动力不足或缺少技
术而采取的托管服务，合作

社提供劳务、技术、农资、收
获、销售等十几项服务。全

托模式是农民将土地委托

合作社全权管理，合作社与

农民签订土地流转合同，每

年给农民分红。入股模式为
合作社最高级形式，农民以

土地、现金或大型农业机械
入股，参与合作社经营，利

益共享、风险共担，是合作

社未来的主要运营模式。

据介绍，合作社运营一
年半以来，土地托管服务面

积由最初几十亩发展到8.7万

亩，托管范围由平阴发展到

长清、肥城以及河北石家庄、

内蒙古牙克石等地。合作社

成立以来，通过统一农资采
购、统一技术服务、统一机械
耕种、统一收购销售等措施，

为农民增收节支1500多万元。

济南市农业局副局长

刘善义称，合作社把分散的

土地资源整理后，直接增加
有效耕种面积10%，平均种

植效益提高35%—65%。刘

善义介绍，平阴这一模式实
现了土地规模经营，是促进

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探
索。该模式极具创新性，已引

起清华、北大等专家和权威

机构的肯定和关注。济南农
业部门拟在平阴召开这种土

地流转模式的现场会，将其
成功经验面向全市推广，该
模式也有望成为省内土地流

转模式典型。

本报9月24日讯(记者

董从哲) 9月24日，省城

明湖西路南侧刘家庄建筑

工地考古有了重大进展，这

里出土了一批商周时代的

陶瓷器和唐三彩等物品。这

片考古遗址时间跨度长达

三千年，有商周、唐宋时期，

最晚还有清初时期的各类

墓葬被发掘出来。

近日，济南市考古研究

部门已经对这里的30座古

墓葬、陶瓷窑址、灰坑进行
了发掘清理。其中有多座圆

形砖室墓、洞室墓甚至舟形
墓，墓中还出土了瓷瓶、瓷

碗、唐三彩等陪葬品。除了

发现大批商周、唐宋、明清

时期古墓外，考古人员还发
现同时期的大量灰坑、窑

址，其中有卜骨、石质箭头

等遗物。考古人员告诉记
者，“商周时期的卜骨是上

层社会才会有的东西，这里

和大辛庄遗址都出土过卜
骨，说明这两处地方在商周

时期的整体社会地位是很

高的。”

24日下午，在一座唐代

双人合葬墓中，记者看到一

件唐三彩被挖掘出土，这件

唐代随葬陶器器型较完整，

色彩尚鲜艳，是这个考古片
区出土的第三件唐三彩陶
器。这里的墓坑紧密相连，

有的甚至隔壁而建。在一座

空空的砖砌宋墓旁边，一座

商周时代的古墓被完全发
掘出来。在一具尸骨的头顶

处，十余件饰满绳纹的陶器

基本完好。这些陶器有簋、

鬲、豆等，在这个片区墓葬

群里，有这样丰富的陶器陪
葬还是第一个。

工作人员认为，一个个
墓葬是一个个孤立的信息

采集点，这些历史信息点拼

接起来，才会让人们清晰地

认清历史，让远古信息更清

晰地还原。“现在房地产开发
大面积展开，文物考古工作

属于抢救性发掘的比较多，

很多文物保护区来不及探查
考古就被盖上了高楼。”

本报9月24日讯 (见

习记者 尹明亮) 9月23

日，记者在解放阁东南角

护城河边看到，一座十分
古典的拱形桥横跨护城

河，不少游人在上面驻足

赏景。原来，自5月份就开

始拆除重建的白石桥终于

通行了。

据了解，原先的白石桥

是一座老旧的石头小桥，由

于年久失修，而且坡度较

低，影响了护城河游船的通

行，所以有关部门从5月底

开始对这座小桥进行拆除

重建。历经整整四个月，该
桥终于通行。

记者看到，新的白石桥

是一座纯钢构的拱形桥，与

西边的琵琶桥形状类似，且

遥相呼应。桥底下，游船可

以自由通行，古典美的桥身

与周边环境融为一体，为护

城河增色不少。

刘家庄出土

商周陶器及唐三彩
墓坑紧密相连，时间跨度达3000年

新白石桥通行

13农民组建土地托管合作社
为全国首家，托管范围从平阴发展到河北、内蒙古等地

9月24日，泉城广场东侧，亲水平台施工工程已接近尾声，市民游玩又多了一个好去处。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商周时期的一座墓葬里发现十余件陶器。

本报记者 董从哲 摄

本报9月24日讯(记者

邢振宇 王光营) 哪条
泉水游线路最佳？由本报联

合济南市旅游局共同主办，

济南国信旅行社协办的“五
大泉水游线路评选”于9月24

日截止，短短两周时间市民

推荐了70条线路参与评选，

三千元大奖将于近日评出。

“五大泉水游线路评

选”活动自启动以来，市民

踊跃参与，推荐线路涉及章

丘、长清、平阴、历下、历城

等各个泉群，有的市民一人

推荐多条线路。记者注意
到，在众多泉水游线路中，

天下第一泉趵突泉成为最

受关注的泉，“家家泉水、户

户垂杨”的老济南特色泉水

游仅居其后。据统计，“五大

泉水游线路评选”共收到市

民推荐线路70条，“全民拍
泉”活动收到泉水美景照片

近300张。

市民陈伟说，最有特色

的泉水游线路无疑是步游

泉城，以步游的独特方式，

带领游客深度体验“山、泉、

湖、河、城”一体的济南中心

城区。而市民李圣娥表示，

对济南本地及周边的自驾
车旅游者来说，最佳休闲泉

水游线路之首选无疑是山

环水绕、有“济南后花园”之

称的南部山区。

哪条泉水游线路最佳？

市民各有各的看法。为了公

平、公正，本报将联合济南

市旅游局邀请省内旅游界

专家学者组成评委会，对所

有线路进行评选，最后评出

一、二、三等奖。一等奖获得

者将获得由济南国信旅行社

提供的3000元旅游代金券。

此外，“全民拍泉”活动

评奖也于9月24日结束，近

日也将评选出一、二、三等

奖。本报欢迎市民继续提供

泉水美景照片，将择优刊

登。

“五大泉水游线路评选”昨日截止

3000元大奖近日揭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