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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归仓，石桥镇迎来了秋收
“村集体+农户”的种植模式，村民笑开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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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玉米
产量有保

9月25日天刚刚微亮，太

白湖新区石桥镇聂庄村的种

粮大户张辉便来到了泗河堤

坝的玉米地里，指挥玉米收

割机热火朝天地干起来。张

辉一边指挥着收割机，一边

拾起遗漏在地里的玉米。“我

使用的机械收割可以直接使

玉米脱粒，之后再晾晒两三

天就可以出售了。”张辉说。
54岁的张辉与土地打了

大半辈的交道了，三年前流

转土地240余亩，成了镇上的

种粮大户。

“今年的收成要比去年好

一点。”张辉说，虽然今年的雨

水来得比之前要早，容易在地

里积水排不出去。张辉去年种

植的玉米地受到了积水的影

响，今年不仅挖了沟渠、修整

了土地，而且在玉米管理上花

了大功夫。“为了避免种子受

土地和气候的影响，在保留去

年高产的种子以外，又精选了

三种玉米种子，把受种子影响

产量的风险尽可能地降到最

低。”

对种植大户苏兵来说，去

年丰收的他，今年有些开心不

起来。苏兵今年承包了200亩
土地种植玉米。因为六七月份

的强降雨，165亩的土地因地

势低，雨水无法及时排出，导

致玉米产量大幅下降。“当时

也积极补救，开沟排水，现在

这个收成也是很不容易的

了。”苏兵无奈地说。“去年亩

产1200斤左右，今年能有700
斤就不错了。”在产量大幅下

降之后，苏兵联系到保险公

司，进行现场评估、定损，把损

失降到最低。

夏季的强降雨和阴雨天，

虽然影响力玉米的长势和产

量，但石桥镇已经将全镇3 . 6
万亩的玉米纳入政策性保险，

以每亩15元的价格进行参保。

“截至目前，全镇玉米收割接

近三分之一，对于因夏季雨

多，产量受到影响的农户，我

们已经对接保险公司，对全镇

减产、绝产的玉米进行评估、

定损，把村民的损失降到最

低。”石桥镇副镇长李咏莉说，

秋收后，石桥镇将开展“2021-
2022今冬明春水利项目第二

期”，对今年涝情影响严重的

土地，进行挖沟渠、平整土地。

此前，“2021-2022今秋明春第

一期项目”投资700余万元，修

挖沟渠21 . 2公里，新建桥涵59
座。

大红高粱
喜上眉梢

在石桥镇陆桥村村东，成

片的红高粱顶着红火饱满的

穗粒随风摇曳，犹如火红的晚

霞。微风吹过，空气里散发着

阵阵清香，种植大户刘跃瑞喜

上眉梢，“今年的红高粱大丰

收了。”

今年，流转到刘跃瑞手中

的650余亩地，450余亩种植了

高粱，其他的土地分别种植了

玉米和大豆。“再过几天，高粱

就能收割了，不出意外的话，

高粱的收成要比其他村民种

植玉米的收成要高。”刘跃瑞

这几天一有时间就来高粱地

看看，边走边看，时不时地估

算着今年产量。由于刘跃瑞对

种植高粱的土地进行调整，而

且高粱是耐旱耐涝的农作物，

强降雨对高粱产量影响很小，

今年每亩可达到一千三四百

斤。眼下，高粱还没收割，他却

不愁销路和价格。

刘跃瑞高粱种植实施“订

单”种植，“保护价”收购，采取

“村集体+农户”的种植模式，

实行农业托管，因地制宜地调

整种植面积。刘跃瑞今年第二

年种植高粱，家中关于高粱种

植的大型机械已经5台，从播

种、喷药、到收割，实现了全机

械化。“明年我准备在村里建

一个中型烘干塔，将收购来的

玉米、高粱进行烘干，提高出

售价格，增加收入。”刘跃瑞

说。

防火禁烧
护粮归仓

眼下正是太白湖新区石

桥镇抢收抢晒的时期，秸秆禁

烧、防火工作也进入了关键时

期。“现在正值秋收时期，大家

千万不能点火露天焚烧，不仅

污染空气还容易形成火灾隐

患，更是一种违法行为……”

禁烧巡查车在石桥镇的田间

小路上不停地广播着。禁烧防

火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条

幅，向村民发放《秸秆禁烧宣

传倡议书》等方式，提高村民

秸秆禁烧的自觉性。

在石桥镇栗河村的禁烧

值班点上，村民禁烧工作人

员靳士旋在田边来回走走看

看，不时停下来与正在收玉

米的村民交流着，“田间吸烟

要把烟头掐灭，不要乱扔了，

天干物燥，容易着火。”靳士

旋与同村另一位村民共同值

守在这个点上，负责本村500
余亩的土地禁烧工作，不仅

要保证“不烧一把火、不冒一

处烟、不毁一颗树”，更要确

保村民把玉米安全归仓，秸

秆还田。

“我们严格按照‘政府主

导、属地管理’原则，严格落

实秸秆禁烧属地管理主体责

任，各村支部书记、村负责人

是秸秆禁烧工作的第一负责

人。”李咏莉介绍，石桥镇建

立网格化管理体系，全镇设

立113个防火点位，每500亩
设立两名防火员，配备三辆

应急水车，两支应急队伍，24
小时值守，组建两支不同巡

查小组，做到巡查无遗漏，责

任不落空。

本报济宁9月26日讯(通

讯员 岳呈壮) 9月23日，石

桥镇组织开展学习强国挑战

答题赛活动。

本次比赛借助“学习强

国”学习平台中的挑战答题

模块进行，以参赛选手的历

史最高答对题数量和现场挑

战答对题目数量为评选标

准，最终综合评选出比赛前

三名代表石桥镇参加全区比

赛。

赛前，大家通过“学习强

国”山东学习平台共同观看

了“100秒定格山东这十年”

宣传片，共同回顾山东十年

的大变化，鼓励大家进一步

振奋精神、凝聚力量。比赛现

场，大家聚精会神、分秒必

争、冷静答题，展现了过硬的

理论素养和丰富的知识储

备。赛后，大家纷纷表示，要

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

念，充分利用好“学习强国”

平台，不断更新知识储备，把

学习到的各项知识转变成具

体的工作举措，助力石桥镇

各项工作高质量开展。

通过开展此次“学习强

国”挑战答题赛，检验了大家

的学习成果，进一步激发了

广大干部群众的学习热情。

下一步石桥镇将更加积极推

进“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学用

工作，不断创新学习形式，在

全镇范围内再次掀起学习新

热潮。

理论学习，有指尖上的“加油站”
“学习强国”挑战答题赛石桥掀起学习新高潮

记者 丁安顺 通讯员 刘敏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眼下，在太白湖新区石桥镇的
田间地头，农民们趁着天朗气清，正抓紧抢收抢晒，处处是忙
碌的景象。村道上、院落里晾晒着金黄的玉米粒，农民们脸上
挂满了收获的喜悦，泗河沿岸呈现出秋收繁忙的景象。

金色玉米丰收。

石桥镇开展学习强国挑战答题赛活动。

大红高粱颗粒饱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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