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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员 王世友 范培倩

种上了油用牡丹

农民致富有新路子

2013年11月，山东鲁西南

集团转型发展，成立了济宁市

四季园苗木种植有限公司，兴

建油用牡丹产业园，一期流转

土地1200亩，全部栽种五年苗

龄油用牡丹。油料牡丹基地种

植亩产油用牡丹籽300公斤左

右，亩收入1万余元，形成了牡

丹籽油、牡丹茶等一系列牡丹

深加工产品。

油料牡丹产业转型升级

的同时，也走出了一条农民致

富的新路子。“公司发挥龙头

企业带动作用，采取‘公司+专
业合作社+产业基地+农户’的

产业化运作模式，成立了济宁

百合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带

动1000余户农户，通过与农户

签订油用牡丹种植技术服务

协议和牡丹籽回收合同，与农

户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的利益连结机制。”济宁市四

季园苗木种植有限公司总经

理谢明珠说。

69岁的赵来生就是其中

的受益者之一。他生在农村，

以种地为生，曾承包了8年的

水田来种植水稻。“下水插秧

时，水里的蚂蚍吸到腿上，早

上4点天还没大亮就得起来薅

苗，往地里放水时，50多个小

时，都得守着。”一年下来，5亩
稻田也就能赚个3000多元，农

忙过后，他还要出去打零工，

日子过得很紧巴。

如今，赵来生的日子红火

起来。仅5亩地的土地流转收

入就9000元，每月还有2000元
的工资。田间管理机械化操

作，活计轻松，赵来生每天驾

驶着手扶除草机给牡丹锄草、

上肥。看着牡丹从针尖般的小

苗一点点的成长，他对新生活

也充满了期待。

多方全方位扶持

规模种植有补助

任城区加大政策扶持力

度，采取龙头带动、政策驱

动等模式，做大做强油用牡

丹产业，推动任城林业转型

升级，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去年 6月，任城区出台

《关于加快油用牡丹产业发

展的扶持办法》，从油用牡

丹种植、生产、加工、科研、

市场开发、基地建设等多个

方面进行全方位扶持，重点

扶持规模大户和示范基地。

任城区实行油用牡丹规模种

植补助，对新种植100-500
亩、500-1000亩、1000亩以

上油用牡丹的投资主体，分

别按照每亩300元、500元、

800元的标准给予油用牡丹

规模种植补助；实行油用牡

丹深加工补助；设立油用牡

丹科研基金1 0 0万元，对取

得科研成果的按不同等级给

予相应奖励。

一系列的利好政策接踵

而来，今年4月任城区举办“首

届牡丹文化旅游节”，引进200
多个观赏牡丹品种以及20多
个稀有树种作为景观，为市民

打造休闲好去处。成为任城生

态旅游的一张“新名片”。

“以本次牡丹文化旅游节

为契机，任城区今年完成新建

1000亩油用牡丹产业示范基

地建设任务。把油用牡丹培育

成为地方特色产业，加快推进

油用牡丹园基地标准化生产、

规模化经营，并带动油用牡丹

加工企业快速发展。”任城区

林业局相关负责人说。

截至目前，任城区油用牡

丹种植面积已发展到近3000
亩，建设规模型油用牡丹基地

两处，辐射带动周边县市区栽

植油用牡丹5000余亩。

油用牡丹价值高
每亩收入达7200元

油用牡丹作为一种新兴

的木本油料作物，具有“高产

出、高含油率、高品质、低成

本”的特点。它种下后自第三

年开始结籽，5-30年为高产

期，亩收入可达7200元。此外，

油用牡丹不仅具有经济价值

还兼具一定的观赏价值。

“目前，全国适宜油用牡

丹生长的地区都掀起了油用

牡丹发展热潮，育苗和栽植面

积呈几何式增长，牡丹籽油及

油用牡丹相关产品加工厂发

展迅速。”国家林业局原党组

副书记、副局长，中国油用牡

丹专家委员会主任李育材在

座谈会上谈到，截至目前，全

国已种植油用牡丹近1000万
亩，牡丹籽油加工企业几十

家，油用牡丹种植及加工涉及

人员30余万人。

近年来，山东省鼓励和扶

持油用牡丹发展，油用牡丹在

济宁、菏泽、聊城等市均有一

定规模种植。2015年，山东省

政府办公厅印发《山东省牡丹

产业发展规划( 2015-2020
年)》，提出到2020年全省牡丹

种植面积达到400万亩的发展

目标。

济宁任城区委、区政府高

度重视油用牡丹产业发展，把

油用牡丹种植作为任城林下

经济发展新模式、农民致富新

路子和产业结构调整新典型。

任城区发展油用牡丹产业，种植面积已近3000亩

““富富贵贵花花””为为村村民民带带来来了了新新希希望望

2013年11月26日，习
近平总书记视察了菏泽
尧舜牡丹产业园。四年
后的今天，习近平总书
记视察菏泽四周年座谈
会暨2017年油用牡丹产
业发展总结会在任城区
召开。去年以来，任城区
委、区政府重点扶持规
模大户和示范基地，实
行油用牡丹规模种植补
助，将油用牡丹种植作
为任城区林下经济发展
新模式、农民致富新路
子和产业结构调整新典
型。目前，任城区油用牡
丹种植面积已发展到近
3000亩。

本报济宁11月26日讯
(记者 姬生辉 通讯员
杨秀娟) 25日至26日，东亚
儒学研讨暨“一带一路”儒
家文明创新联盟成立大会
在曲阜召开。来自德国、日
本等十余个国家170余位专
家、学者参会。

“四年前的11月26日，习
近平总书记视察曲阜并发表
重要讲话，提出了要大力弘
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明确指
示。”曲阜师范大学副校长夏
云杰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
时间节点上，共同论道东亚
儒学发展，并成立“一带一

路”儒家文明创新联盟，就是
要向世界表明落实总书记指
示的信心和决心。

会上成立了“一带一路”
儒家文明创新联盟，曲阜师
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印
度尼西亚总统大学、韩国儒
教学会、塔里木大学西域文
化研究院、韩国成均馆大学
儒教文化创新研究所、新加
坡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
日本岩手大学平泉文化研究
中心、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
华研究院、石河子大学文学
艺术学院等9家研究机构成
为联盟的首批会员。

本报济宁11月26日讯(见
习记者 孙文迪 通讯员

徐栋林) 在25日至26日
兖州举办的“弘扬优秀传统
文化，提升文化产业发展软
实力”研讨会上，来自中共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等30余家
部门高校研究机构的专家
学者共聚一堂，围绕“弘扬
优秀传统文化，提升文化产
业发展软实力”主题进行深
入研讨。

本次研讨会旨在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探寻文化产

业发展路径，提升文化软实
力和竞争力，在传统文化研
究提炼、传承弘扬、交流融
合等方面取得理论与实践
结合成果。

中共中央党校报刊社
社长许宝健表示，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离不开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支撑。无论思想共
识形成、精神力量汇聚，还
是社会风尚引领、文化繁荣
发展，都需要汲取传统文化
的精华，通过激发全民族创
造活力推动经济社会持续
健康发展，不断增强文化软
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弘弘扬扬中中华华优优秀秀传传统统文文化化

提提升升文文化化产产业业软软实实力力

““一一带带一一路路””儒儒学学朋朋友友圈圈

九九研研究究机机构构率率先先加加盟盟

油用牡丹为村民带来新希望(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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