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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关注

聊城邮政已创建18 处万亩示范区

示范区玉米亩产761.85 公斤
本报聊城 11 月 9 日讯(记者

李军) 对东阿县高集镇庙杨
村 67 岁的村民杨学顺来说，今
年的秋收比以往都舒心，他所种
植的 20 亩玉米，不仅没有倒伏，
平均每亩地还增产玉米 200 多
斤，每亩地少花 60 多元。在聊城
邮政创建的万亩示范区，玉米平
均亩产为 761 . 85 公斤，较非示
范区亩增产119 .55 公斤。

9 日上午，记者在聊城市农
委出具的一份《邮政高产示范田
测产报告》上看到，9 月 26 日，市
农委有关专家对邮政在东阿县

高集镇创立的玉米高产示范方
进行了实地测产，按照省农业厅
种植业测产办法及相关规定，在
高集镇潘赵村选取了 2 个高产
示范地块，并以示范方周围地块
作对照，每个取3 点进行测产。

在第一示范区，品种为丰聊
008，亩穗数为 4549，亩鲜穗重
1204 . 3 公斤，出籽率 76 . 2%，含
水量 31%，平均亩产 736 . 3 公
斤；在第二示范区，品种为丰聊
008，亩穗数为 4647，亩鲜穗重
1326 . 2 公斤，出籽率 75 . 7%，含
水量 32 .6%，平均亩产 787 .4 公

斤。两示范方平均亩产为 761 .85
公斤，较非示范区亩增产 119 .55
公斤，增产量达到 18 . 6%，超过
预定 5% 的增产目标。

“合作社真是不孬！”高集镇
庙杨村村民杨学顺说，复合肥每
袋比外边便宜了 20 元钱，种子
省 36 元钱，复合肥、农药、种子
等每亩地一共少花 64 . 7 元钱，
家里种了 20 亩玉米，比去年每
亩增产 200 多斤。

聊城市副市长赵庆忠说，邮
政部门作为一家大型央企，能够
主动利用自身优势服务于三农，

服务于农业生产，为政府解决了
难题，为农民带来了实惠，体现
了邮政部门的社会责任感。市农
委技术推广站站长朱传宝认为，
从今年的天气来看，因雨水相对
较多，尤其是 8 月份以来，聊城
市阴雨连绵，许多玉米授粉不
足，地块出现大面积倒伏，玉
米种植受到一定损失。但邮政
万亩示范区由于使用的是高科
技配套农资产品，以及农民接
受了专业的技术指导，平均每
亩 1500 多斤的高产量非常可
贵。

据了解，目前庙杨村 2200
亩耕地已有 1980 亩加入示范
区，低洼地改建成了高产田，
附近 8 个村共 1655 户加入合作
社，东阿县万亩示范区已扩展
至 5 个乡镇的 39 个行政村，涵
盖耕地 21000 余亩。在高集镇
试点初步取得成功后，各县市
加快工作步伐，截至目前，各
县(市、区)全部完成示范区的选
址，共达到 18 处，建立农业技
术合作社 8 个，会员达到 1 . 91
万户，示范区总耕地面积达 10 .3
万亩。

据了解，聊城是农业大市，农民
数量占人口总数的 74% 左右，聊城邮
政服务三农万亩示范属山东省首创。
邮政部门在开展农资配送和技术下乡
等活动基础上，实施“统一整地播
种、统一肥水管理、统一技术培训、
统一病虫害防治、统一机械收获”的
服务新模式，促进了农业生产向规模
化、标准化发展的方向转变。

目前，聊城市邮政局在全市建立
了遍布乡村的 2000 余个邮政三农服务
站，行政村覆盖率达 35% ，建成乡镇
物流仓储中心 29 处，乡镇直营店 133
处。配送产品涵盖了农肥、农药、种
子、日用品等 4 大系列 400 余个品
种。同时，组建了一支 30 余人的邮政
农技师队伍，平均每年举办各类农资
培训班 1000 余次。

◎两千多服务站遍布乡村

今年 5 月份，高集镇镇党委决定在
庙杨等 5 个村创建邮政服务“三农”万
亩示范区，初步选定近 3000 亩耕地作
为第一批示范区试点。而邮政局在示范
区免费向农民供给优质玉米种、专业技
术指导、信息服务，统一提供平价农资
产品，每亩地可节省成本64.7 元。

同时，每个示范区聘请了 1 名农业
技术专家进行专门指导和培训，为村民

免费集中授课、培训指导，受训农民超
过 2 万余人次，还免费印制科技信息明
白纸 2 万张，确保技术进村入户到田，
提高农民种田科技水平。东阿县邮政局
注册成立“鸿雁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
承诺让百姓少花钱、多收成，包赔一切
损失，解除了村民的后顾之忧，首批报
名加入示范区的农户达到570 户。

本报记者 李军

◎每个示范区设 1 名专家

聊城邮政三农服务站及东阿县鸿雁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本报记者 李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