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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赋能
助力农业高质量发展

干净的道路、整齐的村舍、
怡人的景色……走进漕河镇管
口新村，一幅幅美丽乡村画卷尽
收眼底。远处，绿油油的麦田长
势喜人、接连成片，现代化大棚
内孕育着新一季的葡萄及各类
蔬果。微风吹过，温暖洒遍这片
希望的田野。

“我家里原来种着10多亩
地，前几年完全包给村里了，每
年每亩有1200元的收入。”管口
新村村民郭宗芝说，土地承包出
去以后，解放了家里的劳动力。
丈夫目前在工厂打工，每年收入
10多万，她在村集体种植的大棚
里干活，每天也有80元左右的收
入。“以前种地，忙一年才挣2万
元左右，刨去农机、农药各种成
本，净收入也就1万元多一点。跟
现在真的没法比。”郭宗芝说着，
脸上流露出幸福的笑容。

“通过现代农业大数据平
台，可以实时监测片区的空气
湿度、气压等气象数据以及土
壤墒情，为管理人员施肥、灌溉
提供数据参考。不仅如此，大棚
里还设有一些传感器及风险预
警，数字平台监测到风险情况
会自动提醒，从而规避潜在危
险。”管口新村党委书记王法义
介绍，该平台涵盖了良种培育
基地、葡萄种植区、农机中心等
八大模块，数字化为推动高质
量农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基层转思想
红色动能迸发推动力

管邦明是村里的老人，也是
村委会原主任，漫步在广袤的农
田里，他满足、高兴、幸福，又感
慨起过往，“过去几十年，村里开
过砖窑、办过养鸡场、搞过甜叶
菊种植，但一年又一年，一茬又
一茬地都失败了，导致村里只有
失败的教训，没有成功的经验。”

漕河镇组织委员陈述涛说，
管口新村不临城靠厂，交通不
便，资源匮乏，原来一直是一个
没人、没钱、没资源的落后村。

转变，发生在2014年。这一
年，王法义当选村支部书记。“初
进村委会时，就感觉到‘两委’求
稳不求变的治标思想，干了那么
多年的医生，深知治本的重要
性。理清村里现存的问题，一条
一条顶上去解决掉才是当务之
急，我想先从乡亲们反映最多的
排水系统开刀。”王法义说，管家
口村的基础设施相对老旧，年久
失修导致部分胡同的排水管道
堵塞严重，乡亲们怨声载道。王
法义当即垫资提升村内排水系
统，再安排热心村民当起“维护
员”。没多长时间，村子里的排水
系统问题全面解决，堆积在老百
姓心头上最大的一个问题从根
本上解决了。

随后，在党支部带领下硬化
道路50000平方米，让管口村生
活环境得到明显改善。村里的这
些变化，乡亲们看在眼里、也记
在心里，也让班子成员凝聚力和
战斗堡垒作用进一步强化。

党建强引领
产业振兴有了制胜点

组织兴，则乡村兴；组织强，
则乡村强。在经过一系列硬仗、
苦仗之后，管口新村党支部心力
拧成一股绳，积极探索“党建+产
业”融合模式，实现产业兴旺。

“我们村除了土地，什么都
没有。如何盘活土地资源是当务
之急，也是摆脱穷、差、乱的关
键。”王法义说，2017年管口新村
积极进行土地流转，先后召开土
地流转会议30余次，从老百姓手
里流转出土地1300余亩。随后，

由党委发起，管口新村注册成立
了春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股
权设置上，村党委以村集体资产
入股，占股60%，村民以土地承包
经营权入股，占股40%，有效防止
了“大户垄断”。在利益分配上，
公司收益60%用于村级公共事务
开支，20%用于流转土地农民二
次分红，10%用于脱贫户帮扶等
公益事业，10%作为党员群众创
业带富扶助基金，从根本上保证
了公司的集体经济性质，保证了
入股村民的稳定收益，也保证了
村党组织在村集体经济发展中
的领导地位。管口新村党委积极
向漕河镇党委政府反映争取支
持，镇党委政府会同原区扶贫办
深入调研后，围绕解决管口新村
产业发展这一问题，投入120万
元扶贫资金予以支持，为乡村振
兴赋能。

“管口新村党委凝聚力强、
战斗力高，好得没话说。王法义
也是一名党性高、有发展思路的
书记，上任后做了很多实事、难
事。”兖州区委组织部组织三科
科长卢岳介绍，为加强村书记队
伍建设，兖州区通过“选育管用”
组合拳，着力打造乡村振兴的生
力军。同时，兖州区一级相关负
责人，会到村子里实地了解村子
发展、解决发展难题。“3月份，兖
州区委常委、组织部长吴广到管
口进行调研，并召开了村情分析
会诊会议，为党支部建设、项目
发展路径等支招答疑。”

济宁市农业农村局农办督
促指导科科长郑伟表示，为建强
村党组织“领头雁”队伍，济宁市
印发了《村党组织书记绩效考核

指导意见》，制定“特聘组织员”
管理办法，举办乡镇街道党委书
记抓基层党建专题培训班、村党
组织书记轮训班，实现换届后村
党组织书记培训全覆盖。市级财
政安排资金1亿元，有力保障了
村级组织运转和村级集体经济
发展。深入实施村级党组织分类
推进、整体提升行动，逐村摸排、
精准施策。组织第一书记“村村
到”，市级财政安排资金2 . 3亿
元，支持市派第一书记和农村基
层党组织建设工作队驻村帮扶，
推动282个“强基村”全部完成整
顿任务。

在管口新村的带动下，周边
村纷纷行动，主动推广复制“管
口模式”，有6个村纳入兖州西北
平原带特色种植齐鲁样板示范
区建设。以管口为中心建成了集

“乡村振兴现代农业示范园、综
合服务区、智慧农业示范区、智
慧农机服务中心、良种加工储存
中心、有机肥料生产中心、良种
培育基地、果蔬种植基地、农产
品销售基地、新农民培训基地”
为一体的一园两区三中心四基
地，聚力打造“管口新村 麦香
田园”品牌，让乡村振兴的成色
更足、底色更亮。

记者 陈丹 丁安顺

兖州区漕河镇管口新村通过推进土地流转、做活土地文章，深
耕粮食产业、壮大集体经济，让全体村民共享改革红利。2022年管口
新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83万元，另一项令人钦佩的是，管口新村的
农业现代化程度。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历史机遇。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五大振兴”，为解决“三农”问
题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近年来，济宁市聚焦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引领区、建设现代农业强市等任务目标，强化政策创新，加大要素投入，在在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方面取
得新进展。2022年济宁市农林牧渔及服务业总产值达1116 .2亿元，增幅5 .7%；并荣获2021年度乡村振兴考核全省各地市第2名，相关经验做法在全国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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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口新村绿油油的麦田长势喜人、接连成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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